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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引 曰 

人类的 早期迁 移和定 居及其 动因的 

历史、 以一 种惊人 的方式 说明了 人类增 

长 超过生 存资料 的永恒 趋势。 
^ ^ 马尔萨 斯<  人口原 理> 

(Malthus,  1826/1986,61)*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在 过去的 300 年里 ，世 界人口 增长了  10 倍。 1700 年的世 

界人口 尚不足 7 亿， 而今天 ,21 世纪 的前夕 ，世 界人口 超过了  60 

亿。 世 界人口 的这种 急剧增 长缘于 18 世 纪后期 开始的 人口死 

亡率的 逐渐下 降和生 育率的 上升。 其结果 ，世 界人口 倍增至 

1850 年的 12. 5 亿， 1950 年的 25 亿和 1985 年的 50 亿。 尽管在 

最近几 十年里 ，由 于生 育率迅 速下降 ，世界 大部分 地区的 人口增 

长 率出现 下降, 但 是预计 世界人 口将在 2200 年实 现稳定 之前再 

+ 本书引 文出处 系采取 国际流 行规范 ：即在 引文或 作者姓 名之后 的括号 中标记 

所引 用作品 的版本 和页码 ，有关 作品的 详细信 息则列 在书后 的参考 文献中 P 如此处 

的 “（1626/】986.61>_\表示栝号前的一段弓1文系引自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 

版 ，19 奶年重 版的第 61 页」 一 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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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番 ，而 达到 110  — 120 亿。 

自从 18 世 纪以来 ，人口 问题便 成为社 会理论 的焦点 之一。 

古典经 济学家 —— 尤其 是亚当 •斯密 (Smith)、 李嘉图 （Ricardo) 

和马 尔萨斯 一 都密 切关注 着人口 与社会 福利的 关系。 他们的 

纶典 著作极 大地影 响了我 H 关于 人口变 化过程 与后果 的认识 。 

即 使是在 20 世纪 后期现 代经济 增校转 变的条 件下, 马尔 萨斯关 

于 人口增 长会限 制经济 增长和 社会福 利的担 忧仍然 存在。 对经 

济的 担忧更 进一步 扩展到 对生态 的忧虑 J2] 虽然 我们现 在相信 

经 济的制 约是越 来越有 弹性的 ，但我 们 也 认为环 境的制 约是越 

来越 没有弹 性的。 ⑴  .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深深影 响了我 们对控 制人口 增长的 认识。 

在其有 关人口 的著名 论著里 马 尔萨斯 区分了 两种类 型的抑 

制 ：一种 存在于 现代西 方世界 ，即 通过限 制婚姻 来控制 人口增 

长 ，马 尔萨斯 称之为 预防性 抑制； 另一 种存 在于非 现代西 方世界 

和非西 方世界 ，即 人口 无节制 地增长 ，直到 不断增 长的贫 困导致 

死亡 率上升 ，马 尔萨斯 称之为 现实性 抑制。 对于马 尔萨斯 而言、 

计 划生育 要求具 备一神 独特的 现代西 方式的 能力， 能够 有意识 

地 计量生 育孩子 的成本 和收益 ，从而 决定是 推迟还 是取消 结婚。 

虽然避 孕与流 产技术 的出现 使得我 们能够 控制生 育率， 取代先 

前 的预防 性抑制 ，但是 我们对 前现代 世界人 口 机制 的认 识从根 

本上说 仍然是 马尔萨 斯的。 

然而 ，现代 科学技 术已经 根本改 变了人 口变化 过程的 性质。 

在世界 范围内 ，由于 现代医 疗和公 共卫生 的发明 与传播 ，生 育率 

和 死亡率 在近几 十年里 出现了 下降。 这种 由死亡 率率先 下降并 

随之引 起人口 增长， 最终由 生育率 下降而 控制人 口增长 的过程 

被称 为“人 U 转变％ 很 少有人 口行为 的变化 ，能 像近几 个世纪 



预期寿 命的上 升和本 世纪生 育率的 下降那 样对个 人产生 广泛而 

深刻的 影响； 同 时也很 少有人 口过程 ，能像 人口爆 炸那样 具有全 

球性的 影响。 

这种技 术传播 (如 果不 是技术 革新) 的 速度显 然与文 化构建 

和社会 形态有 本质的 联系。 对 于生殖 技术来 说尤其 是如此 。人 

们通常 认为计 划生育 是与我 们有意 识地计 量生育 孩子的 成本与 

收益 、从 而决定 控制生 育的能 力的增 长相联 系的。 同样地 ，医疗 

技术 的发展 与传播 要求有 一种控 制人类 自身和 自然界 的新观 
念。 更童 要的是 ，这 种意识 的增长 也被认 为与个 人决策 的扩散 

有关、 而这种 个人决 策又与 + 家庭的 增多、 识字率 的提高 、西方 

个人主 义的滋 生和蔓 延以及 市场经 济的日 益渗透 有关。 约翰 * 

哈 伊纳尔 （John  Hajnal,  1965t  1982) 和艾伦 * 麦 克法兰 （ Alan 

Macfarlane,  1978, 1986, 1987) 等 学者曾 经指出 ，欧 洲人口 转变的 

起源、 欧洲个 人主义 的根源 、甚至 世 纪欧洲 资本主 义发展 ，都 

紧紧 地交织 在一起 ，并根 植于欧 洲的家 庭与人 口 文化 之中 ，而这 
种 文化促 进了这 些革命 性的社 会经济 变化。 他们 和其他 当代社 

会理论 家们比 马尔萨 斯本人 更明确 、更系 统地将 人口体 系与社 

会 、经济 和文化 体系联 系起来 ，从 而提高 了马尔 萨斯理 论的水 

平， 光大了 马尔萨 斯学说 的理论 意义。 

在这 样一种 观念下 ，非 西方的 父权制 、社会 形态和 经济过 

程, 都被 归入一 个世界 性的二 元对立 体系中 本质上 反现代 的“另 

类”。 中国 尤其被 当作是 这种“ 另一面 ”的典 型例子 —— 部分是 
由于它 的规模 ，部 分是由 于它有 记录较 完整的 历史。 马 尔萨斯 

(1803) 特别指 出：中 国是一 个现实 性抑制 占主导 地位而 实际上 

毫 无预防 性抑制 的社会 的最好 例子。 [5] 与 此相类 ，哈 伊纳尔 

{Haj[iaU982) 和斯科 菲的徳 （Schofield,  1989) 认为 ，如 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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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 体系在 社会体 系中处 于一端 的话， 那么中 国以及 印度则 

处于另 一端。 [6] 

这种 合并和 混淆, 至少部 分是由 于对中 国社会 和人口 缺乏实 

际的 了解。 就在 20 年前 ，中国 实际上 还没有 几位人 口学家 ，也几 

乎 没有可 使用的 数据。 中国 同时成 为历史 上和当 今世界 人口最 

多 而又鲜 为人知 的国家 J7] 其 结果, 当西方 人口史 的研究 证实了 

马 尔萨斯 对西方 (尤 其是对 英国) 人口 行为的 观察结 果时， W 由于 

缺少 类似的 对中国 人口史 的研究 ，使 得马尔 萨斯的 二元对 立论更 

有 立足之 地了。 [9】18 世 纪欧洲 旅行家 们的表 面观察 ，也因 而成了 

那 一辉煌 时代的 真实; 马 尔萨斯 的假说 便成为 公认的 真理。 

然而 ，所 有这些 2 在发生 变化。 近来的 人口普 查和人 口抽样 

调查 揭示了  20 世纪的 中国人 a 史 同样, 新的 数据和 方法也 

开始 揭示出 18 和 19 世纪的 人口史 J11] 初 步的研 究已经 重新陶 

建了 中国自 1950 年 以来存 活的近 17 亿人 0 以及 生活于 18、19 世 

纪和 20 世 纪初的 30 亿 人口中 50 万人口 的历史 。[⑵ 虽然 这些新 

近 的中国 人口研 究只是 刚刚开 始揭示 中国人 a 行为 的地区 差异， 

但与 西方和 马尔萨 斯人口 行为的 广泛差 异已是 显而易 见的。 

这样, 我们 可以更 好地认 i 只中国 历史和 现今人 口的重 要性。 

中 国是世 界上土 池面积 第三位 而人口 最多的 国家。 目前 ，中 

国的人 口接近 13 亿， 占世界 人口的 1/5, 而在过 去这一 比例更 

大。 〖⑷图 1.1 展示了 过去两 千年的 中国和 世界人 这 也几乎 

是 全部有 人口数 据记录 的人类 历史。 在历 史上大 部分时 间中， 

每 三到四 个人中 就有一 个是中 国人。 

本书 概括了 我们目 前对中 国人口 的认识 ，构 建了一 个中国 

人口 行为体 系模型 ，这 个模型 不同于 由马尔 萨斯首 次提出 ，又经 

过别的 学者根 据欧洲 （尤 其是 英国） 人 口行为 加以改 进的“ 理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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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通过修 正目前 对过去 三百年 的中国 社会与 经济的 认识， 

中国人 口行为 不仅为 马尔萨 斯的预 防性和 现实性 抑制模 型提供 

了一 个可以 替代的 模型； 它 也揭示 出东西 方之间 的人口 行为存 
在很多 差异, 而这些 差异是 社会组 织的地 E 和历史 差异， 并非不 

同的人 口抑制 的结果 。[⑸ 

中国 的现实 

中 国的人 □体系 

留存至 今的中 国历史 人口行 为的四 种独持 的现象 ，向 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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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对 比较人 n 行为 （尤 其是对 中国） 的认识 提出了 质疑。 它 f 门 

共同构 成了我 fri 称 之为中 国人口 体系的 特征。 

死亡是 第一个 这洋的 遗产。 马 尔萨斯 认为“ 时中国 人口来 

说 ，饥 荒是所 有现实 性抑制 中最有 力和最 频繁的 ”（1826/1986, 

1的), 但 是新近 的历史 研究表 明：在 中国封 建社会 后期， 溺弃女 

婴的 作用可 能更大 aavdy  and  R.Bm  Wong、 在许多 

地区 ，中 国家庭 通过溺 弃女婴 来控制 其孩子 的数量 与性别 。根 

据记载 ，在某 些年份 里被溺 女婴占 出生女 婴的比 例高达 

甚至有 时男婴 也难以 幸免。 相反， 在西方 社会， 溺婴 

是少有 所闻的 —— 至少从 17 世 纪以来 是如此 。[叫 虽然 中国溺 

婴 现象在 20 世 纪初期 已大幅 度减少 ，但是 性别比 继续偏 向于男 

性, 这意 味着溺 婴和弃 婴的行 为仍然 存在, 虽然在 程度上 要比过 

去轻 得多。 其结果 ，女 童存 活到成 年的平 均数与 西方相 比显得 

尤其低 （James  Lee  and  Cameron  Campbell,  1997,  62,  67)。 

这 种较高 的女婴 和女童 死亡率 产生了 中国人 口 体系 的第二 

个 显著持 征:婚 姻市场 的性别 失衡。 女性 普遍都 结婚且 结婚较 

早 ，而 男性往 往结婚 较晚, 甚 至根本 不结婚 。 一夫 多妻制 和反讨 

妇 女再婚 的习惯 ，使得 可婚女 性的短 缺状况 进一步 恶化。 在西 

方， 男女两 性的婚 姻都受 到限制 ，而 在中国 ，至少 对于女 性而言 

结 婚是普 遍的。 [2n] 例如 ，在 19 世纪 的西欧 ，15 岁至 50 岁在婚 

女 性的比 例低于 60 %  (C 從 k  and  Treadway,  1986), 而中 国相同 

年龄 的妇女 90%都结婚_厂>  即使在 20 世纪， 婚 姻在欧 洲变得 
越来 越普遍 ，至 少还有 5% 到 10% 的女 性到了  45 岁仍然 未婚。 

而 在中国 相应的 未婚比 例几乎 等于岑 。[2]] 

然而， 由 于中国 人口体 系的第 三个显 著特征 一 已 婚生育 

率低 ，持续 的高结 婚率并 没有促 使中国 的生育 率上升 。[22] 西方 



已婚 妇女在 没有避 孕条件 下的总 和已婚 生育率 （TMFIT  ) —— 

己婚妇 女如果 按某一 年的分 年龄生 育率度 过一生 的话所 要生育 

的 孩子数 —— 可 达平均 8 到 9 个孩子 而在 中国， 已 婚妇女 

的 TMFR 为 6 或# 更低。 己婚生 育率低 是中国 人口体 系最显 

著的特 征之- 与马 尔萨斯 及其同 时代的 学者认 为中国 生育率 

相当高 的观点 相反， 中国人 口的总 体生育 率可能 不比欧 洲的生 

育率 高多少 、而 其已婚 生育率 则要比 欧洲低 很多。 [24] 

当生育 率开始 下降时 _ 中 国生育 率下降 比西方 晚但比 西方更 

快:. 迟至 1970 年 ，中国 的总和 生育率 (TFIO— 任何妇 女如果 

按某一 年的分 年龄生 f 率度过 一生的 话所要 生育的 孩子数 —— 

还 JL 乎为 6、 但到 1995 年时， 中国的 TFR 就降 到了夂 尽 管生育 

率在中 国和西 A 都已 降到 了甚至 低于更 替水平 —— 每 对夫妇 2.1 

个孩 子 —— 但 是中国 生育率 的这一 下降过 程只花 了不到 〖/4 世 

纪的 时间， 而西方 则经历 f 半个 世纪 以上的 时间。 [25] 换言之 ，中 

国 已婚生 t 率不仅 比西方 低得多 ，而且 下降速 度也快 得多。 

最后 ，尽管 中国人 有强烈 的血缘 观念, 并且中 国的社 会福利 

体系 依赖于 家庭和 亲属， 但由于 低生育 率和低 存活率 ，中 国的父 

母 亲不得 不经常 用非真 实的亲 属关系 来代替 其生物 繁殖力 

在近 代早期 的西方 ，收 养关系 乎不 存在. 现在西 方每百 名至干 

名儿童 中也仅 有一名 是被人 收养的 （古迪 Goody,  1983), 而在中 

国， 每 十至百 名儿 童中就 有一名 是由非 亲生父 母抚养 成人。 与西 

方人收 养婴幼 儿不同 ，在中 国许多 被收养 的孩子 是青少 年， 有些 

甚至 是成年 人,. 在中国 ，这 些年龄 较大的 被收养 若几乎 都是男 

- TMFR —— Touil  ManiAl  FvniHiy  Rwt ， 总 和已婚 牛. 肓 率。 

… TFR —— Ibtal  F>r<iLi<y  Rax^  , 总和牛 育率。 



性 ，被 收养为 儿子和 女婿。 相比 较而言 ，大多 数年龄 较小的 被收养 

者是女 性， 收养为 女儿和 儿媳。 (Wolf  and  Huang,  1980). 

换言之 ，中 国人口 体系以 多重选 择性为 特征。 这平 衡了浪 

漫爱 情和包 办婚姻 ，平 衡了婚 姻激情 与婚姻 限制, 平衡了 父母的 

关爱与 溺弃决 定， 以及 对其他 孩子的 收养。 与马 尔萨斯 的模式 

相反 的是, 在中国 ，人为 的作用 不仅限 于婚姻 ，而 且主要 是在集 

体的 水平上 而非个 人的水 平上起 作用。 中 国的个 人总是 根据集 

体环境 调整他 们的人 口行为 ，以 使集体 功效最 大化。 中 国人口 

行 为的明 显特征 ，是中 国历史 遗产中 两个特 别突出 的特点 —— 

父系 祖先崇 拜和官 僚国家 专制的 结杲。 

中 国的人 □转变 

以上 这些显 著的人 口 特征 以及历 史传统 ，导 致了中 国与西 

方 迥然不 同的人 口转变 过程。 在西方 ，人 0 转变 过程是 不连续 

的 ，而中 国的人 n 转变 过程 则是连 续的。 而且 ，西 方人口 转变的 

发生， 主要是 个人力 量在从 婚姻到 生育和 死亡的 行为延 伸的结 

果; 而中 国的人 口转变 ，则是 从家庭 到国家 的集体 决策过 程扩张 

的 结果。 _ 

西 方生育 率下降 的主要 过程是 从推迟 结婚到 控制婚 内生育 

的 转变。 [2S] 对西方 人来说 ，婚 内生育 控制是 相当新 的观念 ，要 

求大胆 采用新 的技术 和新的 思想。 技术革 新带来 了很多 新的避 

孕方法 ^ 同时， 文化传 播使得 “计划 生育是 霈要的 和可行 的”的 

观 念得到 普及。 如今人 们可以 早结婚 ，而 在婚 后限制 生育。 

通过比 较可知 ，中 国的 人口转 变是几 种人口 行为变 化共同 

作用 的结果 ，而 这些行 为变化 源自于 计划人 口的悠 久传统 。对 

中国 人来说 ，计 划人口 一直是 他们生 活中的 —个重 要部分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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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生 育和控 制婴儿 存活并 不是新 鲜事。 所以 ，人 口转变 并不要 

求有 新的思 想去限 制生育 或去降 低发病 率和死 亡率， 而 只霱要 

—些 新的制 度性措 施和新 技术。 在过去 ，中 国的 父母限 制生育 

或 若溺弃 孩子以 适应家 庭经济 的要求 ，而在 今天, 他们降 低生育 

率主要 是为了 适应国 家经济 发展的 迫切需 要和强 烈要求 t 而且 

曰 益为了 最大限 度地提 高他们 的家庭 福利。 

当 20 世 纪初西 方的人 n 转变 与个 人主义 的人口 行为增 长联系 

在 一起时 ，中国 的人口 决策在 21 世纪 的前夕 仍然主 要是一 项集体 

¥ 业。 在西方 t 人 口转变 主要是 个人利 用新的 避孕技 术和婚 内生育 

控 制的新 观念, 以 最大程 度地满 足其自 身 利益。 个人 有充分 的权利 

去 进行人 口决策 ，同时 为他们 行为的 后果最 终负责 。⑶] 

在中国 ，人口 决策从 来不是 个人的 私事。 决 策需要 同时仔 

细 考虑家 庭和国 家双方 的集体 需要。 例如 ，结婚 并非是 两人之 

间的个 人安排 + 而 是一种 使家庭 和亲属 关系的 纽带得 以形成 、维 

持和 扩大的 制度。 同 样地, 溺 婴并非 因为父 母缺少 爱心. 而是为 

了全 家利益 作出的 栖牲。 这 种集体 性的逻 辑同样 也适用 于生育 

和收 养之类 的人口 行为。 在这种 状况下 作出理 性的人 a 决策是 

〜 种协调 的过程 ，它充 分考虑 了等级 特权和 集体利 益。 重要的 

不仅 是个人 偏好， 还包括 其性别 、长幼 、与 家庭 中户主 的关系 、职 

业 、居 住类型 以及 在社会 生活中 的政涫 地位。 

同时 ，这 沖集体 过程与 个人决 策相区 别的最 重要之 处是个 

人 所承担 的巨大 代价。 在他或 她一生 中的任 何时候 ，都 不能为 

了最大 限度地 满足自 己的利 益而牺 牲他人 利益。 直至最 近几十 

年 ，婚 姻都是 由父母 和长辈 安排; 婚姻 生活受 到他人 的监控 。个 

人的浪 漫或性 欲放纵 是没有 生存空 间的。 也许对 于一个 以父母 

关系 为基本 社会关 系的社 会来说 t 最痛苦 的是许 多父母 被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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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默许 杀死自 Q 的亲生 骨肉。 虽然 中国人 如今能 够自己 选择配 

偶 ，但他 们依然 不能自 己选择 孩子数 而且 ，如 果他们 生活在 

城市 或者在 ㈤有企 让工作 ，那 么他们 只能生 育一个 孩子。 换句 

话说， 中国的 人口体 系似乎 否认了 某些在 西方被 认为是 基本的 

个人 人权的 东西。 

中国人 U 决策集 体性的 最显著 例子是 在过去 20 年 里实行 

的 国家计 划生育 政策。 & 集体共 同利益 的名义 In 中国 政府将 

一系 列长远 的经济 和政治 限制再 次强加 于个人 的人口 行为之 

上。 不管 有没有 热情， 老百姓 以惊人 的效率 作出了 反应。 至今 

中国人 口生育 率的下 降已经 使世界 人口少 增长了  2.5 亿人 9 到 

2030 年， 当 中国人 口预计 将达到 16 亿的 顶峰时 t 这一规 模要比 

在 没有生 育率下 降情况 下所达 到的人 口减少 10 亿 J3(l] 

不 足为奇 的是, 在最 近几十 年里, 一方 面生育 率已经 下降到 

了极低 的水平 ，另 一方面 、 性别选 择性流 产却在 上升。 过 去已经 

减少甚 至消失 的溺婴 和收养 ，在某 种程度 上又回 来了而 且蒙上 

f 现代的 色彩。 

本书 的结构 

这些 中国人 口体系 的特点 以及中 国人口 转变过 程中的 集体性 

便是本 书的主 题<, 在 第二章 ，我 们槪括 了有关 的背景 .审视 了经典 

的 马尔萨 斯人口 増长模 式和随 后的一 些社会 理论及 其对当 代和历 

史 上的人 口行为 (允其 是对中 国人口 变动) 的不 恰当的 认识。 

第 二部分 ，根 据新近 的硏究 ，我 们转向 中国人 □行匁 的现 

实。 在 第三章 ，我 们向“ 中国人 口过剩 ”的神 话提出 了挑战 ，并用 
12 



一系列 指标来 1 示： iTi :马 尔萨 斯时代 ，中国 的生活 水准不 仅能与 

西 方相比 ，甚至 在近几 个世纪 ，而不 只是近 几十年 ，中国 的生活 

水 准提高 了， 虽然不 一 定是 不断地 和一致 地提高 ，:， 在 第四章 、第 

五 章和第 六章里 ，我 们推翮 了马尔 萨斯有 关中国 人口过 程的神 

话。 为此 ，我 们阐述 f 中国 人口行 为完全 不同亍 现有的 对比较 

人 11 动态的 认识。 鉴干 马尔萨 斯将饥 荒视为 中国人 a 现实 性抑 

制的主 要形式 ， 我们 在第四 章里强 调了采 取性別 选择性 溺婴的 

意愿死 亡率的 作用， 鉴干 马尔萨 斯认为 中国人 普遍结 婚又早 

婚 ，我们 在第五 章里说 明对女 性来说 是如此 ，但对 于男性 来说. 

既非 早婚， 也 非普遍 结婚。 鉴于马 尔萨斯 强调只 有一种 有意的 

预防 性抑制 的形式 （即 被他称 为“道 德抑制 ”的推 迟结婚 和抑制 
婚前性 行为） ，我 们在 第六章 阐述了 在中国 ，婚 后性行 为限制 （我 

们称之 为“婚 姻限制 ++) 也 是至关 重要的 J31] 马尔 萨斯将 中国的 
人口增 长说成 是现实 性抑制 而不是 预防性 抑制的 结果， 而我们 

却认 为在中 国预防 性抑制 要比现 实性抑 制更为 重要。 

找们在 第三部 分作出 总结。 其中第 七章对 中国人 口体系 

(包 括收养 制度） 作了  一个总 体评价 . 第八章 和第 九章探 讨了这 

些人口 行为的 社会政 治根源 与意义 。 与欧 洲只存 在一种 自愿控 

制人 口增挎 的方式 —— 婚姻 —— 的人 n 体系 不同、 中国 人口体 

系以多 种控制 形式为 特征。 根 据不同 的人口 、社会 和经济 环境， 

中国人 能够适 时地改 变他们 的婚龄 和婚姻 类型。 他们能 够控制 

婚后生 育率以 及调节 出生婴 儿的存 活率。 事实上 ，通过 多种形 

式的 收养， 他 们甚至 能够克 眼人类 生物学 的内在 极限。 所以 ，中 

国人口 行为一 直展示 着一种 理性的 形式, 它可以 与人口 转变后 

的 情形相 媲美。 

中国 的人口 抑制和 人口制 度是长 期以来 的社会 、文 化和政 

13 



治传 统所造 成的。 与马尔 萨斯强 调的个 人限制 和私有 财产不 

同， 中国人 口行为 是集体 责任感 和公共 制度的 结果。 当然 t 每个 

人 都追求 最大限 度地扩 展自己 的机会 ，但 是他们 的所作 所为是 

局 限在一 种机会 结沟之 内的， 这种 机会结 构在相 当大程 度上受 

集 体制度 、利 益和意 识形态 的制约 尽管这 对欧洲 ，甚 至英 

国来 说也是 如此， M 是他 们与中 国的差 別是惊 人的。 

本 书从根 本上证 实了我 们对过 去和现 在的中 国人口 过程的 

认识 ，井就 此提出 了马尔 萨斯模 型的替 代物。 尽 管中国 的人口 

规 模在马 尔萨斯 时代是 3 亿, 但它 能够翻 两番增 长到今 天的近 

13 亿。 同时 ，或 许是因 为中国 文化和 制度的 持久性 ，在 今天的 

人口 大国中 ，中 国能够 取得最 低的生 育率和 死亡率 ^ 这 种显然 

的反常 现象^ — 无法预 知的增 长和意 料之外 的下降 ——向一 

直存 在至今 的西方 社会理 论的主 要体系 提出了 挑战。 

自从 1 邛 8 年 《人口 原理） 第 一版问 世以来 ，马 尔萨斯 的现实 

性抑制 和预防 抑制模 型就一 直在人 口学领 域保持 着主导 地位。 

当我们 日益增 长的科 学技术 生产力 已经证 明马尔 萨斯有 关世界 

人 n 和人 类生活 水平的 悲观预 测是不 正确的 时候， 他的 有关人 

口与资 源之间 平衡的 潜在不 稳定性 仍然是 我们这 个时代 关注的 

中 心问题 (Overbeek,  1974)。 更重要 的是， 马尔萨 斯有关 人口行 

为的社 会经济 意义的 经验与 理论著 述继续 在影响 一代又 一代的 

社会 科学家 们。 他不 仅为后 来众多 的人口 学研究 创造了 一个包 

罗万象 的标准 ，[糾 而且近 来的实 证研究 确实证 实了其 理论的 

大框 架对于 19 世纪 以前的 欧洲， 尤其 对英国 来说是 正确的 。 因 

此, 时值 马尔萨 斯的名 著第- 版发表 20U 周年 之际， 回顾 与评价 

马尔萨 斯范式 ，并根 据我们 对中囯 现实的 新认识 来考察 他和他 



的理论 继承者 n 在多 大程 度上是 正确的 似乎显 得尤为 合适。 

注释 

in 这 些数据 来源于 联合国 经济社 会信息 与政策 分析部 人口司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rta/ysb), 也可 参见： 比拉东 （Birabem  1979) ； 寇尔 

(Coale,  1975); 杜 兰德 （ Durand,  1974 ) 和麦克 伊夫迪 （ McEvedy) 与琼斯 

(J_,  1978), 

[
2
]
 
 

奥弗比 〈Overbeek,  1974) 总结了 过去三 百年的 人口理 论史， 并生 

动地 描述了 理论争 论如何 主要围 统着一 个问题 —— 人口 过剩。 

[
3
]
 
 

见 全国研 究理事 会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6 ) 和伊 斯特林 

< EastetUn,  
19% ) 对最近 国家科 学院有 关人口 与经济 限制之 间关系 的报告 

以及皇 家学会 (Royd  
Soaety) 

有关人 口 与环境 限制之 间关系 的报告 所作的 

研究 。 凯菲茨 （Keyfttz,  
1992 特别是 1996) 对 以上两 个问题 作了很 好的分 

析。 

[

4

]

 

 

马尔 萨斯在 1798 年匿名 发表了 （人口 原理》 第一版 ，接 着在 1803 

年再版 
时对大 

量内容 
进行了 

修订， 第二版 
以后又 

分别在 
me 年、 1807 年、 

1S1 7 年、 1826 年 (James,  
1979) 进行 了修订 

再版。 我 们引用 
了温奇 

（Winch, 

1992) 
主编的 

1798、 1803 和 1826 年版的 
合订本 

，和 里格利 
（ Wrigky) 

与苏丹 
(Souden,  

1986) 
主编的 

权威性 
版本。 

[

5

]

 

 

马尔萨 斯在第 一版中 没有涉 及中国 ^ 但自 1803 年以后 的板本 

中都 有一章 
或多或 

少谈及 
中国。 

[

6

]

 

 

麦 克法兰 （1997,  363—367) 提供了 这种对 比的最 新形式 ，这一 

次是 在中国 
与日本 

之间。 

[

7

]

 

 

见 雷伟力 、李中 清和王 丰（ Lavely, Lee  and  Wang,  1990 ) 关 于中国 

人 U 学领 域之状 
况的详 

细讨论 
。自 1990 

年以 来中国 
人口学 

和人口 
研究的 

主要变 
化是人 

流动的 
迅速增 

加及相 
应的迁 

移研究 
的增加 

，诸如 
苏黛芮 

( SoJ  linger*  
1999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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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剑桥学 派 （ Cambridge  Group) 所做 的最重 要的研 究“人 [H 与社会 

结构史 ”集中 在两卷 书中： 里格利 （ Wrigley) 和斯科 菲尔徳 （ Schofield,  1980 

以及 M 格利等 芳 （ Wrigley  et  alf 〖997 ) , 他们 的 结沦是 （  549  )  :  * 如 果 马尔萨 
斯 有先知 ，那么 他很可 能会将 有預防 性抑制 的杜会 + 即以婚 姻作力 调 

昔器的 社会， 砟为 ‘英 国社会 '而把 一 个用死 亡率进 行调节 的现实 性抑制 

的 社会称 为‘中 国社会 

[
9
]
 
 

古迪 （Goody,  1996) 描述了 这种东 西方之 间二 元对立 的瞄起 ，件 

确 认了许 多类似 的错溟 认识， 

[10]  1982 和 1990 年 的人口 普査及 1982,1988,1995 年 生育率 4 人 

U 调査尤 其值得 注意。 见 附录。 

[
1
1
]
 
 

与西 方同样 ，对姓 名记录 ，尤 其是 家潜和 户口登 记记录 的发现 

与分析 促进了 中国历 史人口 学的重 大进步 ，这 些资料 可在美 国犹他 家谱学 

会 （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 査到。 见法恩 根 （ Finegan  
) 和特 尔福德 

( Telford,  
1 9SS ) 及撤切 尔 <  Thatcher,  

1 995 、 199S ) 对 GSU 藏书 和信息 的详细 
描述。 

[12〗 对中国 人口历 史资料 来源的 介眧和 评价见 附录。 

[

1

3

]

 

 

中国很 快就不 再是世 界上人 口最多 的国家 f 自前 的预测 表明， 

在 21 世 纪中叶 
前印度 

将取代 
中国。 

此 外中国 
人口在 

2030 年 将达到 
衅值 

16 亿 ，而 印度人 
口如以 

其现在 
的速度 

发展, 将会继 
续无限 

增氐。 

[

1

4

]

 

 

在人类 历史的 大部分 时间中 ，世 界人 口非常 稀少。 虽然 我们可 

以 将人类 
的起猓 

追溯到 
100 万年前 

，我 们 也 相信在 
公元前 

5000 
年. 地球上 

的人 U 还不到 
500 主要 集中在 

亚洲和 
非洲。 

当时人 
口增长 

缓悝。 
高死 

亡率 和低出 
生率把 

全球人 
口限制 

在年增 
长率万 

分之二 
以下。 

虽然 随着公 
元前 5000 

年定® 
农业和 

公元前 
〗000 

年义 字文明 
的产生 

和发展 
，人 口增长 

率有 所上升 
，但人 

U 翻番 的时 间需要 
1 千年， 

公元 元年， 
世 界人 n 也 M 有 

1-5— 
2.0 亿。 到 文艺复 

兴以后 
300 年和地 

理大发 
现以后 

2G0 年的 1700 

年， 世界人 
口也没 

有超过 
6—7 

亿 。 （ Durand,  
1974；  

Code,  
1975 

;  McEvedy 
and  

Jones,  
1978； 

比拉本 
.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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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里和 其他地 方我们 都連循 新马尔 萨斯主 义首先 使用的 术语， 

HJ  Ur 指中 阔，！ tr 两方” 指西欧 ，特别 是英国 ， （ Schofield,  1989,  284- 
285) 

[16]  力了 与弗林 （Flmn,  1981 ) 所确立 的“欧 洲人口 体系， 15 ⑻一 

1820” 作对比 ，我 fll 用 “体系 ”来表 示过去 300 年间 "中国 "人口 行为的 特征。 

[17]  对死 I」 率性别 差异的 详细探 讨见第 四章。 中国 人对男 孩的偏 

好可以 追撕到 公元前 2000 年甚至 更早。 根据 何炳棣 （Ping  -  ti  Ho,  1975, 

323) 所书 ，甲骨 文描述 f 商王经 常询问 将要出 生婴儿 的性別 ，经 常用 ‘好' 

这 1、 同汇形 容男嬰 ，而用 1 不好 _ 形容 女婴％ 

[
1
8
]
 
 

就我 们至今 所知， 中国唯 一明显 不存在 溺嬰的 地区是 20 世纪 

的 台湾。 见 B ■李 （Bermc^Lee，1981) 

和 李伯重 即将发 表的对 实证资 料的总 

结 文章。 遗 憾的是 ，由于 许多人 口中没 有记录 女孩， 定量数 据只能 局限于 

我们在 本书中 所讨论 的人口  ：大约 125000 人。 

[
1
9
]
 
 

兰格 （Ui^er,  1974^1974b) 提供了 有关这 一问题 的最出 色的调 

查， 尽 管溺婴 这种陋 习在古 代地中 海地区 较常见 
，并待 续过一 

段时间 ，科 

译 (Kmw,  
1993) 证明了 这种性 别选择 行为到 17 世纪时 ，即 便是在 意大利 

这洋 的父权 社会里 也逐渐 消失。 

[

2

0

]

 

 

对 中国婚 姻普適 性的分 析及其 与西方 婚姻制 度的详 细比较 ，见 

第五章 
C 

[

2

1

]

 

 

这裡估 if 基于 19S2 和 1990 年法国 、意 大利、 西班牙 和英国 

45 — 49 岁已婚 
妇女的 

比例。 
（联 合囿人 

口年鉴 
，1984,  

]992) 

[

2

2

]

 

 

第六 章详细 讨论了 中国的 低己婚 生育率 及这种 行为抆 期存在 

的 机理。 

[23」 威尔逊 （Wilson,  19^.228〉 归纳 了一些 17、18 世 纪不同 欧洲人 

口中 20 至 49 岁的 了!^^艮其变化范围为6.6至 10. 8, 平 均数为 S.  5, 众数 

为 8。 弗林 (FIim!，198〖，31) 将 86 个 欧洲历 史人口 资料中 20 至 44 岁的人 

按国 籍汇总 ，结 栗为， 1750 年左右 英国的 TMFR 为 7.6, 徳国 &  1, 斯堪的 

纳雄 3, 比利时 9, 法国 9: 由于 不同的 样本规 模和人 D 定义， 他的结 

17 



沦也多 少令人 怀疑。 1997 年， 里格利 （Wrigley)、 戴维斯 （Dav 奶） ， 厄彭 

(Oeppen) 和斯科 菲尔德 (Schofidd) 对 1600—1824 年 间英国 26 个教 区的夫 

妇资 料进行 /  - 次 大规模 的重组 ，得 出结论 认为， 20 至 49 岁的 TMFR 为 

7.4:  (355,450) 

[24]  在 西方未 婚女性 也可能 有大童 的生育 ，从 而提高 了西方 的生育 

率， 但中国 基本上 没有这 种情况 5 非法 生育率 在中国 历史及 当代人 口中都 

几乎 为零。 唯 一的例 外是在 20 世纪初 日本占 领的台 湾省， 有不到 5% 的私 

生率： 而 同期澳 大利亚 、瑞典 、丹麦 、德国 、匈 牙利 、葡 萄牙非 法生育 的比例 

比较高 ，而在 18、 19 世纪时 更明显 高得多 0  ( Barret t+  1930 »Flinnt  1981) 

[
2
5
]
 
 

根据寇 尔和特 雷想韦 （Coak  and  Treadway,  1986,  42— 44), 欧 

洲的 已婚生 育率从 1900 年的 7,5 下降到 I960 年的 4.3, 用了  60 年时间 3 

[26]  E 第七章 关于这 一现象 的简短 讨论， 关于 20 世 纪初期 台湾农 

村 收养种 1SJ9 世 纪清皇 室收养 问题的 详细记 载分别 见沃尔 夫和黄 <Wdf 

and  Huang,  19&0) ; 王和李 （Wang  and  Ue.  1998)。 

[

2

7

]

 

 

关于这 些集体 传统及 其人口 学后果 的讨论 见第八 章。 

[

2

8

]

 

 

参阅 寇尔和 沃特金 （Code  and  Watkins,  19S6) 关于 欧洲生 ff 率 

1^降 研究的 
多卷本 

总报吿 
，以及 

吉利斯 
、蒂利 

和莱文 
（GilHs、 

Tilly  
and 

L^vme,  
1992) 

类似 历史研 
究的研 

讨会论 
文集。 

[

2

9

]

 

 

见 第九章 关于西 方个人 和中国 集体人 n 行为 发展 的系统 讨论。 

这… 历史过 
程是复 

杂的， 
并且 如慨罗 

(Perot,  
〖990) 

所 描述， 
在 西方是 

与妇女 
解 放和私 

人家庭 
领域的 

发展有 
关的。 

吉利斯 
、蒂利 

和莱文 
（Gillis、Tilly  

and 

Levine,  
t992) 

则讨 论了这 
些过程 

是怎样 
相互作 

用从而 
导致欧 

洲生育 
率下降 

的。 
[30: 这样 ，到 2025 年, 世界人 U 将达到 S5 亿 而不是 95 亿 （联 合囯， 

1993), 作 为中国 对世界 人口控 制作出 的贡献 ，少出 生的人 口数当 然较高 t 

约在 10 到 15 亿 之间。 

[31] 马尔 萨斯认 为预防 性抑制 可以采 取多神 彤式, 然 而大多 数都是 

非意 愿性的 ，不 可能的 ，或 者对马 尔萨斯 而言是 不道德 的和不 寻常的 。见 
18 



珩 - 、 六载关 十预 防性 抑制的 i:l ■论 

[32]  李 屮清和 栾文林 （Uund  Campbell,  1997 > 描述 f  18,19 世纪中 

闻东 北地区 农村人 n 中叶袭 的家族 特权和 t 人能 动性 2 间 的冲兖 相联系 

的\ 口模式 ... 

[33]  见里格 利 （ Wrigley,  1986) 对马 尔萨斯 在诸如 屮物学 、迕 济学 、地 

理 H 史学 、杜 会人 类学 等 不同领 域所作 贡献的 i 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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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尔萨斯 的神话 

…… 在 人类存 在或曾 绖存在 过的任 

何时 R 和任 何国家 ，人口 增长必 然要受 

到生 存资料 的哏制 ：只要 生存资 料增加 f 

人口就 必然 增加， 除 非受强 大而明 显的 

抑制所 咀止。 

- ^ 马 尔萨斯 <人 原  11)(1798/1986,315) 

在每个 社会或 多或少 不断起 作用并 

使人 0 保 持在生 存资料 水平上 的 抑制, 

一般 可以分 为两类 ：预防 性抑制 和现实 

性 抑制。 

—— 马尔萨 斯<人 口原理 >(1803/1992, 23)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马尔 萨斯的 范畴包 括两个 方面： 

首先， 马尔萨 斯相信 人口增 长必然 要受到 资源的 限制。 他 

大 力宣扬 的基本 前提是 ，人口 增长以 食物为 基础， 人口政 策对社 

会福 利至关 重要。 [〗] 因此， 马尔萨 斯对由 过去的 人口增 长政策 

20 



到当代 人口控 制政策 的转变 作出了 贡献。 以前人 口政策 的制定 

者曾 经认为 人口越 多国家 越强。 自 马尔萨 斯之后 ，他们 开始担 

心人 口越多 ，生活 水平会 越低。 

第二， 马尔 萨斯还 认为， 在每 一个社 会中， 两 种抑制 都限制 

着人口 增长。 在 《人 a 原理 > 的第一 版里、 马尔萨 斯强调 了现实 

性抑 制对减 少人口 规模的 作用。 这 里包括 所有导 致人类 寿命缩 

短 的因素 ，它 们可以 归于一 般死亡 类型。 在第二 版和以 后几版 

里 ，马尔 萨斯详 细描述 了预防 性抑制 对限制 人口规 模的作 用。 

这里包 括所有 的限制 生育的 习俗和 制度, 它们因 而可以 归于一 

般生育 类型。 虽然 马尔萨 斯认识 到死亡 原因中 存在广 泛的差 

异 ，但 他杷现 实性抑 制的作 用最终 与生存 经济和 生存危 机联系 

起来 （1798/1992  ,  42^43；  1826/1986,  314— 315)Q  同样 ，虽然 

马 尔萨斯 认识到 预防性 抑制可 以包括 生育率 的差异 ，但 他认力 

预防 性抑制 主要是 通过推 迟结婚 起作用 ，因 为他认 为“两 性之间 

的激 情”在 任何年 龄和任 何社会 里都几 乎是不 变的。 M 

马 尔萨斯 将人类 社会分 成两类 ：西方 社会和 非西方 社会。 

他在 （人口 原理》 第二版 及以后 几版里 ，用了  25 章 的篇幅 论述过 

去和 当时人 0 抑制的 相互作 用后， 得 出结论 说:西 方社会 （他 

指的 是现代 欧洲) 丨 4】 以 预防性 抑制为 特征； 非西 方和非 现代西 

方社 会则以 现实性 抑制为 主导。 

換言之 ，在 西方， 个人理 性创造 了一种 产生繁 荣的社 会经济 

的人口 体系。 婚 姻与经 济状况 有很大 联系。 工资 增长导 致婚姻 

增多 ，而生 育率上 升又导 致工资 下降。 个 人根据 经济状 况和经 

济前景 理性地 改变婚 姻行为 ，这 种预 防性抑 制避免 了人口 过剩， 

使 生活保 持了高 水平。 其结果 ，不 仅有一 个相对 平衡的 人口体 

系， 而且也 有更加 繁荣的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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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少这种 预防性 抑制的 其他社 会都或 多或少 处于维 持生存 

的水平 e 在 某些社 会中， 人 类创造 力极为 原始， 土地又 非常贫 

瘠， 因此几 乎队未 有文明 的发展 往另一 些较先 进的社 会里， 

市场 或财产 权非常 不发达 ，或者 暴政达 到了登 峰造极 的地步 ，以 

致于使 资本难 以枳累 ，生活 水平无 法提高 。⑺即 使在多 数并非 

如 此的政 治经济 体系中 ，过 分鼓励 婚姻也 必然使 人们生 活在勉 

强维 持生存 的水平 正如 在西方 社会中 预防性 抑制保 证了繁 

荣-样 ，在 非现代 西方和 非西方 社会里 f 缺 少预防 性抑制 便预示 

着 货穷。 

其 结果是 ，在 马尔萨 斯眼中 ，中 国是当 时世界 上最富 饶同时 

也是最 贫穷的 社会。 尽管 中国优 越的自 然地理 条件、 民族工 

业及 其家长 制政府 使农业 产量和 农业生 产率提 高到了 惊人水 

平, 但普遍 结婚和 早婚使 得多数 人的生 活维持 在生存 水平， 使穷 

人生 活在赤 贫状态 J ⑻这 种倾向 因一种 可分的 继承权 习惯而 

进一 步恶化 ， 这种习 惯甚至 使富人 也会在 几代之 后衰畋 J11] 

换句 话说， 人口无 情地迫 使中国 滑向贫 穷和更 加贫穷 。中 

国的生 活水平 以低工 资和缺 乏营养 为特征 。[12] 极度悲 慘的生 

活使 溺婴行 为更为 普遍， 而它又 反过来 进一步 鼓劻了 婚姻。 〔13] 

虽然马 尔萨斯 承认贫 困的增 加与频 繁的瘟 疫无关 ，但 他认为 ，即 

使 在帝制 中国的 福利制 度下， t 几荒 也是司 空见惯 之事。 马尔 

萨 斯的结 论是: 中国人 P 过程 由现 实性抑 制而非 预防性 抑制听 

主宰 确实 ，他曾 把饥荒 看作是 “对中 国人口 来说所 有现实 

性 抑制中 最强有 力的” U826/1986  409)。 

换 言之， 马尔萨 斯是最 早将现 代西方 社会与 非西方 和非现 

代西方 社会进 行比较 ，并将 富裕程 度的差 距与特 定的人 口过程 

联系起 来的社 i 理论家 之一， [16] 他有关 西方的 富裕是 推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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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 结果、 而这又 是西方 个人主 义和西 方理性 的产物 的结论 ，不 

r 对 西方的 杜会理 论家们 ，而 a 甚至 对中国 人自己 ，都产 生了强 

大的 影响。 在过占 的两个 b 纪里， 随着世 界人口 及其贫 富差距 

的增长 ，许 多学齐 对马尔 萨斯范 畴作了 扩充与 修正。 在西方 、这 

种努力 形成了  一种重 要的经 济自由 主义 思潮， 造 成了一 种以单 

—因 素阐明 社会夏 杂现象 的文化 倾向。 在中国 ，它 成为 重要的 

国家 政策的 基础， 而目前 也成为 了国家 意识形 态的一 部分。 

西 方神话 

一批 西方尤 其是英 国的著 名社会 理论家 ，阐 述马尔 萨斯范 

畴的 历史渊 源和社 会意义 ，不仅 是为了 解释西 方的人 口过程 、还 

为 了解 释西方 人的获 得欲， 西方 的社会 流动， 甚至 西方的 个人主 

义 

人 n 学家 们特别 强调人 口转变 最重要 的先决 条件之 一的个 

人选 择的重 要性。 当然 ，这 一思想 来自马 尔萨斯 的预防 性抑制 

理论。 正如个 人有自 由和能 力去决 定婚姻 一样， 他们 理性地 

运用这 一责任 ，充 分意识 到他们 行为 的代价 与后果 ，并能 与其他 

机会 相比较 来权衡 成本与 收益。 把 这种精 心计算 扩展到 生儿育 

女中 .在 生育率 F 降中 占据 了中心 地位。 不仅加 里‘  51 克尔 

(Gary  Becker)  1%0 年生 育率分 析的理 论经济 模型， 而 且最近 

对发展 中国家 生育行 为所作 的理论 和分析 模型， 都明确 表现出 

了这 一 ^(Bulatao  and  Lee,  1983)。 [ ⑻ 因而， “个人 决策” 的思想 

主 导着西 方学术 界对生 育率下 降决定 因素的 解释。 [|9] 

与人 口学家 对个人 主义的 关注有 些不同 ，一 些人类 学家认 

为 ，这种 决策也 需要与 西方社 会结构 和社会 行为相 适应。 具体 

地说 ，他们 指出在 i 午多 发展中 国家， 父母不 愿意限 制生育 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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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由孩 子向父 母一方 流动。 根据考 德威尔 (Caldwell,  1976) 提 

出 的这一 理论， 只有当 财富的 流向发 生变化 ，变为 由父母 往孩子 

一 方的向 下流动 (一 神通常 与大家 庭被核 心家庭 所替代 相关的 

社会革 命)， 父 母们才 会开姶 限制其 生育率 JW] 

的确， 根 据约翰 * 哈 伊纳尔 Oohn  Hajual) 的更 详细的 理论, 

被马尔 萨斯称 为预防 性抑制 的推迟 结婚制 度是西 方家庭 体系的 

一 部分， 这种 家庭体 系的特 征是周 期性外 出佣工 （iife- cycle 

service), 推迟结 婚， 以及 婚后独 立家庭 的组建 或延续 。 在 两篇里 

程碑式 的文章 里》哈 伊纳尔 （HajnaU965  ,  1982) 确认了 推迟结 

婚 的确是 西欧的 普遍特 征和西 欧家庭 体系的 产物； 并进 一步将 

这 种以周 期性外 出佣工 、推 迟结婚 和独立 居住为 特征的 西方体 

系， 与以家 庭劳动 、早 婚和普 遍结婚 ，以及 婚后居 住在男 方并通 

常 是合住 为持征 的非西 方体系 进行了 对照。 如杲 西方体 系以英 

国为代 表的话 ，那 么非 西方体 系则可 以印度 和中国 为代表 ，:⑵] 

其他 的社会 科学家 或多或 少受到 哈伊纳 尔理论 的启发 ，将 

西方家 庭体系 追阑到 12 世纪 ，并因 此认为 马尔萨 斯范畴 既促进 

了后来 的西方 商业主 义和西 方资本 主义， 又增强 了处于 西方社 

会 和西方 道德中 心地位 的“以 自我为 中心” 的个人 决策的 发展。 

根 据这一 逻辑， 艾伦 •麦 克法兰 （Alan  Macfarlane,  1978,  1986, 

1987) 最频繁 地提出 ，“ 马尔萨 斯革命 ”的一 个坚定 的原则 是新婚 
夫妇 在结婚 时就必 须独立 结 婚的主 要目的 是满足 个人所 

关注 的心理 、性和 社会的 需求。 孩子 是婚姻 的结果 而不是 原因。 

因 而婚姻 的基础 是经济 需要与 心理和 生理压 力之间 的协调 。最 

重要 的是， 婚姻是 一种选 择并最 终使个 人满足 ，这 一事实 表明结 

婚 的决定 是与其 他机会 相比进 行成本 与收益 权衡的 结果。 按麦 

克法兰 的观点 ，马 尔萨斯 有意识 地提倡 一种婚 姻和家 庭体系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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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 们今天 所称的 市场资 本主义 的自然 结果。 资 本主义 兴盛之 

地 ，也必 是推迟 结婚和 个人选 择的文 化的繁 荣之乡 （Alan 

Macfarlane,  1989  ,322—323). 

这 最后一 种观点 的影响 是如此 之大， 以至于 近来一 些决策 

者 修正了 这一新 马尔萨 斯公式 ，并提 出“市 场经济 对个人 主义的 

人 口决策 是必要 的”这 样一个 观点。 这并不 奇怪, k 美国 来说尤 
其如此 (芬 克尔 Fmkle,  1985)。 在 1984 年 墨西哥 城世界 人口大 

会上 ，美国 改变了  1974 年布 加勒斯 特第一 届世界 人口大 会上对 

人口 控制的 立场， 极力宣 扬“市 场经济 是最好 的避孕 药”的 观点。 

他们 的观点 至今影 响广泛 ，即： 一个“ 自由” 的市场 体系将 既能促 

进经济 增长， 又能促 成个人 决策的 文化。 [U] 只有 在这样 一种经 

济体 系下， 个人才 能承担 繁殖的 责任, 考虑 生育的 成本和 收益。 

中 国神话 

正 如西方 学者在 原马尔 萨斯范 畴的基 础上创 造了一 系列新 

马尔萨 斯神话 一样， 中国学 者使得 将中国 视为饥 荒和贫 困之地 

的马尔 萨斯神 话永远 留存， 何炳棣 (Ping- h  He) 关于 1400— 

1950 年中国 人口史 的不朽 著作表 明了马 尔萨斯 的影响 程度。 

在改 进我们 对中国 人口从 1400 年的 8000 万到 1950 年的 5.3 

亿的增 长及其 环境的 认识上 ，何氏 作出了 重大的 贡献。 在此同 

时， 他 还认为 中国到 19 世 纪初开 始落入 马尔萨 斯陷阱 尽管 

现在普 遍认为 这种人 口过剩 发生的 时间和 过程在 不同地 区并不 

相同 ，但 我们对 这种“ 全国” 模式的 认识已 持续了 近半个 世纪。 

长久 以来， 中国学 者为从 16 世 纪左右 以来人 口持续 增长的 

马尔萨 斯式的 涵义所 困惑。 的确， 几乎所 有对近 代中国 宏观经 

济 过程认 识的尝 试都要 考虑人 D 增长的 影响。 [25] 人们 普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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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无论是 促进还 是限制 中国经 济发展 ，人 口过程 都起着 决定性 

作用。 —方面 ，在 18 世纪， 人 D 和人口 密度的 增长起 初促进 

了生产 、商业 化和城 市化; 但另 一方面 ，在 19 和 2(1 世纪， 持续的 

人口增 长最终 导致了 人均产 量的下 降及随 后的贫 困化。 这个过 

程 ，在 上升財 是伯泽 & 普 （Bosenjp) 型的 t 而下降 时是马 尔萨斯 

型的 （Boserup,  1965/1996  ；  Lee,  1987), 

许 多学# 力求 进一步 解释中 国贫困 的具体 过程。 根据他 IH 

对这些 过程的 描述， 马尔萨 斯剪刀 的两片 刃是： 由干普 遍结婚 

和对 多子女 —— 尤其 是儿子 —— 的基 本需求 导致的 高生育 

率； [27] 以及由 此带来 的劳动 力供给 过多而 导致的 低工资 

结 果便是 一些人 所称的 “技术 停滞下 的数量 增长” （Elvm,  1973, 

Chao,  1986 ) ，和另 -些 人所称 的“没 有发展 的增长 _  ( Huang, 

1990), 简而 言之， 劳动 力过多 阻碍了 能够节 约劳 动的技 术的发 

展， 而这是 西方现 代泾济 增长的 基础。 农业衰 退和人 均生产 

率下 降随之 而来。 随着 马尔萨 斯剪刀 的并合 ，貧 困和死 亡率的 

上升 便继之 而起。 

更进一 步地说 t 这些学 者普遍 认为： 在中国 ，无 论长 期还是 

短期 ，现实 性抑制 （即死 亡率) 是唯 一调节 人口与 资源平 衡的因 

素。 其 逻辑基 本上与 马尔萨 斯相同 ：大家 E 体系 内的资 源配置 

不仅保 护婚龄 不受短 期波动 的影响 ，也避 免了资 源压力 不断增 

强的长 期趋势 对婚齡 的影响 同样地 ，这 种对 大家庭 的基本 

需求 不仅能 阻止夫 妇为了 适应短 期波动 而推迟 生育， 也 能阻止 

夫妇 为了适 应长朗 的经济 状况恶 化而缩 小家庭 规模。 这样 ，随 

着人 U 压力的 增强， 只 育死亡 率发生 波动， 并伴 随着灾 难性后 

果， [M] 其中 最常提 到的例 孑 便是 人们所 说的从 18 世纪 后期到 

i9 世纪 后期中 国的马 尔萨斯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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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用马 尔萨斯 学说来 解释中 国历史 ，在当 代中国 只是近 

来 才变得 流行， 虽然 一些中 国的观 察靑认 为马尔 萨斯式 的担忧 

早在 19 世纪初 就出现 了， 但是 这些担 忧基本 上得到 了消除 ，允 

其是 在中国 持续增 长的条 件下。 [糾 直到 本世纪 60 年代， 中国政 

府才 开始在 城市地 E 鼓励 计划 生育； [^] 直到 70 年代 后期， 才开 

始制定 并执行 强有力 的政府 控制人 U 政策 a 毛泽 东及其 接班人 

华 闰锋的 基本理 由是， 彳 950 年 以来， 人口从 5 亿 几乎翮 了一番 

达到 10 亿， 如果不 实行计 划生育 ，未 来很快 又会翮 一番。 在邓 

小 平时期 ，将 人均生 活水平 尽快槎 高到世 界强国 水平的 压倒一 

切 的愿望 ，加强 了这一 政策。 

9 前中 国的人 口 目标 是到 2000 年 将人口 控制在 12 或 13 

亿>这 一指标 是为了 保证实 现中国 的生活 水平到 2000 年翻两 

番 ，达 到人均 800 美 元的明 确政策 目标。 为此 制定和 实行了 

世界历 史上最 为严厉 的计划 生育政 策之一  这一政 策在降 

低 生育率 方面取 得了很 大成功 ，但 也引起 某呰人 以提高 中国的 

泾济 发展和 生活水 平为借 口而采 取一些 较极端 的计划 生育措 

施、 总之 ，随着 这种马 尔萨斯 担忧不 断增强 ，人 口 控制已 成为和 

S 济改 革同样 重要的 国策。 在过去 ，尽 管政 府政策 是鼓励 生育， 

家庭往 往根据 经济现 实来调 整其人 口行为 而现在 政府则 

f 顾 -些家 庭的反 对来推 行计划 生育。 [%] 

换 言之， 中国 的领导 人基于 19 世 纪的社 会理论 发动了  20 

世 纪最大 的计划 生育项 目。 政府政 策似乎 完全接 受了马 尔萨斯 

范畴 ，而 没有 充分考 虑它的 后果。 中国的 贫困被 认为主 要是人 

口过剩 的结果 ，这种 解释是 在缺乏 严肃的 社会科 学研究 的情况 

下被接 受的。 尽管 后来中 国的人 口 研究有 了很大 发展， 我们对 

屮同人 n 过程 的认识 也有了 巨大提 高，但 是中国 史无前 例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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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生育 项目的 理由和 动机在 很大程 度上仍 然是马 尔萨斯 和新马 

尔萨斯 理论。 

在 这种背 景下， 中国的 生育率 下降似 乎很大 程度上 是专制 

的国家 政策, 而非个 人理性 决策的 结果。 由于一 方面存 在着这 

样一 种政策 ，另 一方面 又缺少 西方式 的个人 主义. 因而中 国的人 

口 转变被 看作主 要是政 府干顸 、不 顾个人 意愿和 理性的 强制性 

计划 生育的 结果, 并 且侵犯 了个人 的人权 (Aird， 1990)。 与此同 

时 ，尽 管最近 经济增 长的崛 起被归 因于全 球经济 的介入 及相伴 

随的技 术转让 和资本 流动， 中国计 划生育 项目成 功的荣 誉却仍 

主 要被归 之于中 国政府 的专制 遗风。 在中国 ，对 控制生 育的任 

何动摇 都披认 为是“ 封建主 义的” 、反 现代的 和非理 性的。 换言 
之 ，中 国的人 口转变 被普遍 认为是 不同寻 常的和 不可替 代的。 

这 或许可 以解释 为什么 大众传 媒仍然 在渲染 中国庞 大人口 

的马 尔萨斯 后果。 尽 管在近 几十年 中国经 济取得 了迅速 发展, 

生 育率出 现了快 速下降 ，中 国仍然 被认为 是一颗 潜在的 马尔萨 

斯 炸弹。 莱斯特 * 布朗 （ Lester  Brown,  1995 ) 是最 近一个 渲染中 

国人 口过剩 的危险 性的人 然 而他的 新观点 并非指 中国贫 

困的 危险性 ，而 是指中 国繁荣 带来的 危险。 布朗瞥 吿说， 如果中 

国采取 与其亚 洲邻国 和地区 如日本 、韩国 和台湾 等相同 的发展 

模式， 即增 加食物 需求和 减少耕 地面积 ，到 2030 年中国 将面临 

3.69 亿吨的 粮食短 缺， 这相当 于目前 世界锒 食出口 的两倍 

(Brown,  1995,  97>0 根 据这一 论调， 中国 生活水 平的提 高将带 

来 不可想 像的全 球性粮 食短缺 ，引 起即便 不是中 国也是 世界其 

他 地区的 贫困。 虽然 这些言 论似乎 是错误 的和夸 大其辞 

的， 但是 它们重 新引起 了对马 尔萨斯 范畴的 关注和 对中国 

人口 过剩的 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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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保护 主义者 日益刺 耳的马 尔萨斯 论调便 因此产 生了。 

他们 认为中 国很快 就会辻 现能源 、土地 、水 、甚至 空气的 短缺。 

中国仅 仅因其 广阔的 领土和 众多的 人口， 就要对 全球污 染和环 

境损耗 负很大 责任。 然而 ，从人 均水平 来看并 非如此 ，因 为西方 

尤其是 美国的 污染程 度和环 境损耗 率明显 地要比 中国高 几倍甚 

至 几十倍 (Press  and  Silver,  1994), 无论 怎样， 中 国不断 发展的 

经济， 以及 不断提 高的人 均污染 +似 乎都将 加速环 境退化 、破坏 

和恶化 ，从 而使 一个“ 好的地 球”变 为一个 “坏的 地球” （Smil， 
1984, 1993)o 

尽管中 国的财 富有了 迅速增 长， 尽管 我们有 关中国 过去和 

现在的 知识有 了迅速 增加, 但中国 人口的 马尔萨 斯神话 却继续 

存在甚 至有所 发展。 人们对 中国生 活水平 上升和 生育率 下降的 

普 遍认识 ，与对 中国贫 困和人 口过剩 的普遍 印象可 以共存 不悖。 

一方面 是由于 西方与 中国的 距离， 一方面 是由于 对中国 人口和 

经济的 了解只 是最近 的事， 因此人 们对中 国人口 一 包 括中国 

人口 与经济 的关系 ，人 口行为 的心理 和机制 一 目前的 认识与 

马 尔萨斯 理论没 有什么 不同。 

当然 ，有关 中国的 这种持 久的， 精心制 作的西 方神话 ，不仅 

表现 在人口 问题上 ，而 且也表 现在其 他一系 列中国 人的行 为上。 

占主导 地位的 是相同 的似是 而非的 论调。 在有关 中国的 经验知 

识近年 来大幅 度增长 的同时 ，我们 有关中 国的神 话也同 样在增 

加。 在宣传 上的危 言耸听 、政 治上 的机会 主义和 普遍无 知的不 

幸结合 煽动下 ，在 种族中 心主义 的遗风 鼓动下 ，把 中国看 作“异 

类”的 神话主 宰着我 们的理 性思维 J41] 其 结果是 教条的 和蛊惑 
人心 的宣传 同时存 在于太 平洋的 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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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书的第 二部分 ，我 们将总 结过去 和现在 中国人 口行为 

的真 实状况 .着 重阐述 中国人 口行为 四个显 著的特 征:死 亡率性 

别 差异大 、婚 姻性别 差异大 、已 婚生育 率低以 及收养 率高。 不过 

我们 应首先 看一下 也许是 所有中 国人口 神话中 最经久 不衰者 

— 中国 仅仅是 一种糊 口经济 、一片 饥荒和 贫困的 土地。 

注释 

[ 1  ] 虽煦这 一观点 并非 H 尔萨 斯自钊 t 付 他对其 原埤 的 精心构 筑和 

在随 p  k 版以及 it 他论文 中对托 t 要性 的反 g 论述 ，创造 r 个使讳 知识 

遗 产长存 的范例 （ （ ) ve  rbeek ,  1974)： 

[

2

]

 

 

马  V 萨斯 （180V1992 +40;1S26/  1986  ,3i2)o  3 尔 萨斯认 为两 

性间 的情 欲高涨 而恒常 ，婚内 的性抑 剌足+ 呵 能的。 他承认 有其他 种类的 

顸防 性抑制 ，包栝 些非意 愿性 的形式 ，如 与妓女 接触带 来的 不育, 莒# 不 

a 导致 的低生 
育等： 耵 rr, 虽然 他提到 

r  - 搜避孕 
的方法 

，佴 他认为 
是不 

道 德的和 少见的 ，因 为它 们赀么 适他所 称的非 0 然的 性行为 ，要 么是使 用 

避孕器 抒、 

[

3

]

 

 

虽炸 3 尔萨 靳在 这牲章 节 里不 知疲倦 地陈述 九帥孕 和历史 卞的 

细 人社 资料 J 1 他没 打把 H 体 行 为划 分为 足现 实性 抑制还 
是预防 

性抑制 

[4J  J-i 他处 理非内 _ 方 叶 界 问题 时不同 ， M 氺 萨斯将 他 对时方 财 界的 

i 後 按照地 理 位置 安排： \m 时计 力向 从挪 威开始 ，然 g 姑瑞典 、俄 罗靳、 

屮欧 、瑞士 、法㈣ 、英咕 最 娃苏 格 兰和爱 尔 兰,」 

[5] 虽煦 3 尔 萨断没 冇明 确地 这样说 ，但 他陡 然将这 牲草 节按 他讨 

从最 原始到 最先进 的人类 文明的 k 识来组 织 ，汗始 r 火地岛 ，坫束 t  ■荇腊 

和罗 3 世界， 在 这性尕 v/ 中 还涉 及到美 同印第 安人/ 南太 Y- 洋诸岛 、占代 

欧洲 北部 的居民 、现代 蒂牧民 肽^非洲、 西伯 利亚、 I ■.耳 k 领地 和波斯 、卬度 

靳儿和 眄藏 ，以及 构 n  + 3 尔 萨斯的 明确结 论赴， 看来， u 古 R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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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 他文明 欠发达 的地区 相比， 现代欧 洲对人 口的现 实性抑 制较少 ，而 

预防 性抑制 较多， （1803/1992  ,43;  1826/ 19 & 6  ,  315) 

[6]  例如， 在马尔 萨斯称 之为“ 人类社 会最低 阶段" 的火 地岛/ ‘其居 

民 仅仅依 輓这些 资源求 得生存 ，在那 里动植 物食物 来源极 其匮乏 ，用 劳动 

来获取 也极其 艰难， 显然， 人口 分布必 须非常 稀疏以 与土地 相适应 。” 

(1826/1986  ,  24) 

[
7
]
 
 

例如 在西伯 利亚， “那 儿玉米 的市场 很小， 价格 很低， 农民 总是很 

贫穷； 尽管 他们能 够为全 家提供 充足的 单一食 物品种 ，但他 无法 使资本 

在孩 子间进 行分割 t 使他 们能耕 种新的 土地， (同上 ， 106) 而在 土耳其 ，“它 

的暴政 、它的 软弱、 它的糟 糕的法 律和更 为槽糕 的执法 ，以及 由此造 成的财 

产不安 全+ 给农业 发展带 来了如 此多的 陣碍， 以致于 生存手 段必然 每况愈 

下 + 向苏 丹交纳 的田賦 丼不重 ，但通 过土耳 其政府 固有的 弊病， 帕夏 

(高级 官员的 称号） 及其 同僚找 到了使 其覆灭 的方法 …… 除 了不断 的压迫 

还 有数不 清的巧 取豪夺 …… 这种 掠夺的 后果是 ，几乎 各地农 民的食 物都减 

少到了 反有一 小块大 麦或高 梁面饼 、洋葱 、扁 豆和水 的程度 ，（同 上 ，110 — 
111) 

[

8

]

 

 

例如 ，在印 度，“ 婚姻受 到很大 鼓励， 生育一 个男性 后嗣成 为最重 

要的 R 际 …… 早婚的 
倾向一 

直占主 
导地位 

， 并促使 
每 个尺进 

入这种 
状态， 

而预 期维持 
一个家 

庭的机 
会极其 

微小。 
其自 然的结 

果是低 
阶层的 

人们极 
度贫困 

，被迫 
采用最 

节俭、 
最紧缩 

的生存 
方式。 

在某种 
程度上 

，这冲 
节俭被 

视为 一沖优 
良品德 

而进- 步增强 
， 并扩展 

至社会 
的较高 

阶层。 
人口 因此被 

迫处 于生存 
手段的 

极限， 整个国 
家的食 

物以维 
持生存 

的最小 
份额分 

配给大 

多 数人。 
在 这种情 

况下. 不 利气 候造成 
的每一 

次粮食 
歉收都 

会带来 
严重引 

果; 如所 预料的 
，印度 

在所有 
年份里 

都处于 
极为可 

怕的饥 
荒之中 

，（同 
h. 

118—120) 

[

9

]

 

 

因此 马尔萨 斯强调 T 这 -悖 论：“ 世界上 最富有 和最繁 荣的帝 

国 ，在某 
种程度 

上也是 
最貧穷 

和最悲 
惨的 

，（同 
上， 130) 

[

1

0

]

 

 

"对 婚姻的 超常鼓 _ …… 导 致这个 国家的 巨大产 貴被分 割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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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的部分 ，并由 此使中 国的人 口增加 得更多 ，按 其生存 手段的 比例， 或许要 

比世羿 上任何 其他国 家都多 。” （同上 ， 〖28, 另见 126, 130) 

[11]  “ 鼓励婚 姻的后 果对富 人来说 是分割 财产， 这成 为一种 强烈的 

促进 人口增 K 的倾向 …… 土地財 产被分 劄为极 小的块 ，一代 又一代 ，每个 

父 亲的时 产在儿 子中平 均分割 …… 其结 杲是财 富不断 地平均 ，很少 有人能 

够成 功地把 财富积 累至可 以自行 增值的 程度。 中国 人有一 句俗话 叫作富 

不过三 代。” （同上 ，129— 130) 

[12]  “各地 的劳动 力价格 普遍与 当地普 通百姓 能忍受 的生活 必霈品 

数童 一样低 …… 它们被 降低到 只能抅 买蔬菜 类食物 和嫌乎 其微的 肉类食 

品。” （同 上， 130) 

[13]  41 尽管 中国 人聪明 勤奋， 但其众 多的人 口却带 来了很 大的不 

幸。 一些 人是如 此贫穷 ，以 致无法 为他们 的孩子 提供日 常生活 用品， 他们 

不 得不将 孩子遗 弃街头 ，（同 上， 130) 结 论是: “关于 实际被 遗弃的 婴儿数 

量 ，很难 作出最 简单的 猜测： 但是如 果我们 相信中 国作者 * 那么遗 弃婴儿 

一定 是裉普 遍的， { 同上 ，134) 马尔 萨斯显 然认为 ，溺 弃嬰儿 既是一 种现实 

性抑制 ，也起 了刺激 婚姻的 作用。 “允许 父母遗 弃他们 的孩子 ，毫无 疑问会 

促 进婚姻  >鼓_ 人口 增长。 事 先仔细 考虑这 一极端 的办法 ，那 么就 不会对 

进人 婚姻状 态有多 大畏惧 ，（同 上， 129) 

[14]  “疾病 对人口 的现实 性抑制 作用尽 管很大 ，诅似 乎并没 有所预 

料的 那么大 ，（同 上， U3) 相反， “饥荒 在这儿 太频繁 ， 成千 上万的 人被饿 

死 .… 在 提到中 国饥荒 的频繁 程度时 ，所有 的作者 都是一 致的/ _  (同 上， 

131,  132) 马 尔萨斯 还引用 了一名 耶稣会 士写给 一位皇 家科学 院成员 的话: 

“另一 件你简 直不能 相信的 事是饥 荒在中 国会如 此频繁 …… 如果不 是饥荒 

时不 时将中 国巨大 的人数 减少， 中 国不可 能和平 地生活 /( 同上 ，135 — 
136) 

[

1

5

]

 

 

马 尔萨斯 汄为中 国唯一 的预防 性抑制 是和尚 的独身 （同上 * 

132), 
这样 

，他 认为预 
防性抑 

制至少 
在当代 

中国的 
一个省 

—— 
西藏 

一 起 

着主 
导作用 

（同 上， 122 — 123)。 
当然 

>对 马尔萨 
斯来说 

/西藏 
显然是 

南亚而 
J2 



非东 亚的一 部分。 

[16]  古迪 (Goody,  1996) 详细讨 论了这 ■- 西方 比东方 优越的 更大的 

神话 ，尤 其是马 尔萨斯 的贡献 （ 190—191)。 不过 | 虽 然他用 他书的 1/6 

篇幅讨 论了新 马尔萨 斯理论 对这一 神话流 传至今 的贡献 f 但他似 乎没有 

过多强 调马尔 萨斯自 己对这 种种族 中心主 义社会 理论的 贡献。 

[17]  
安斯雷 •寇尔 （Ansky  Code.  1973) 对这一 马尔萨 斯前提 作了最 

新的 修正。 寇 尔认为 ，生 育率下 降有三 个前提 条件: 它必须 在人们 有意识 

的 选择计 算之内 ，它必 须是有 利的， 技术上 必须是 可行的 

[18]  一些 学者， 包 括麦克 尼科尔 （IVIcMicdl  1984  ,  1992 K 葛苏珊 

( Greenhalghr  1995) 和梅森 （ Maseru  1997), 也 试图建 立不同 于这些 个人决 ■策 

的 模型。 

[
1
9
]
 
 

尽管沿 着这些 个人决 策线索 进行实 证研究 己有几 十年， 但一些 

人口 学家对 于把这 些研究 
用于发 展中国 家仍然 感到不 

满意。 (McN.coUf 
1984,1992；  

Greenhalgh,  
1995 ,  1996 ; 梅森 ， 1997  > 

[

2

0

]

 

 

然而在 一篇重 要的有 关孟加 拉国的 文章里 ，米德 * 卡安 （Mead 

Cain,  
1982) 

也表明 
，在 一些 农村人 

口中， 核心 家庭的 
增加和 

由此带 
来的来 

自其 他亲属 
的家庭 

劳动力 
的减少 

，也能 对人口 
增长产 

生剌激 
作用。 另见舒 

尔茨 (Sehul%  
1983)。 

[

2

1

]

 

 

哈伊纳 尔的模 型有着 很大的 影响。 斯科 菲尔德 （Schofield， 

19 的) 进行 了优美 
简洁的 

重述。 参见 1987 年 〈象庭 
史学刊 

>  (Journal  
oi 

Family  
History) 

讨论 会增刊 
，有关 

哈伊纳 
尔模型 

的评述 
和古迪 

（ Goody, 

19%) 最近的 
评论。 

[22]  马尔萨 斯革命 '+ 这〜术 语属于 ’ 麦克法 兰 （ Macfarlane,  m6 ) ， 他 

在 他的书 中用了  1/4 的篇楢 讨论马 尔萨 斯婚娴 体系。 

[

2

3

]

 

 

参见 德梅尼 （Demeny,  19S6) 的不同 观点。 

[24]  7 到 1800 年） 中国人 □达到 4 亿后 ，这个 国家全 部有报 酬的就 

•h 

业机会 在人口 持续增 长和技 术停滞 的状况 下开始 大幅度 减少。 在 维持生 

存以 外的剩 余变得 比传统 的或习 惯的生 活水平 小得多 的时候 ，非理 性的土 

33 



地使 m 对边 R 人 [J 的影 响可能 会 大得不 成比例 /-(Ho,  1959,226) 

U5] 唯- -个 t 要的 例外是 1950 — 1975 年在 中国占 统治地 位的毛 

的学 说， 强调阶 级斗争 iftf 完全 忽视人 口增抶 。 然而在 最近的 25 年 里， 即 

使 是中国 历史 学家也 越来越 强调人 H 限制 的重 要性， 参见 李伯重 （1996C, 

1 列 8) 对近 来屮国 强调“ 人口压 力”及 其与西 方学者 相同点 的详细 讨论、 

[26]  萝见何 （ Ht>t  1959), 施坚稚 （G.  William.  Skirmer,  19S4,  1965a, 

i%5bt  1977,1985),  
ffj 金斯 （ Perkins,  1969 )， 埃尔文 （ Elvin， 1973), 马若盂 

(Myers,  1980), 黄宗智 （Huang,  Philip,  1985,  1 990 ) ， 赵 （ Chao,  19 册） 和刘翠 

溶 （Liu  TVui-jung， 1986)。 

[
2
7
]
 
 

赵 （Chao,  1986〉 和 黄宗智 （Hurnig,  1990) 是 这类研 究中阐 述最清 

楚的 .. 

[2S] 埃尔文 （F>m,  1973) 第一 个指出 了低劳 动力成 本的妗 济意； U 

不过 最严 密沦 述劳动 力成本 的是赵 （Chao,  1986 和 1990), 

[

2

9

]

 

 

人 
也被 1 些 学有认 为是塑 造中国 社会和 政洽过 程的决 

定性 闪素 .至 少过去 
J1 这样 （Huang,  

〖990)。 
朝 代的周 

期与人 
口的增 

烕相- 
致 （Skinner,  

1977), 

[

3

0

]

 

 

例如， 普名 的经济 史学家 和社会 评论家 理査德 * 托尼 （Rictmrd 

Tawney) 
在中冈 

观察 「 -年 :1‘ 中国的 
习惯和 

教条助 
校了人 

口 增长 ，而 在西 
// 人的 眼里这 

适不自 
然的和 

人为的 
a 因古老 

传统而 
神圣化 

的感情 
使得留 

有沿代 
成为一 

种责任 
，共产 剌的父 

权家庭 
使得生 

育孩子 
与养 育孩子 

的贵任 
相分 离,， 因而 谨惧的 

限制行 
为的作 

用要比 
别处小 

，人 U 非但 未因对 
个人逐 

浙加强 
的经济 

版力 而受 到抑制 
t 反而 在肓目 

地增长 
t 直 到整个 

社区处 
干 灾 

难 的边缘 
/(1^货1^，1932,104)参见赵冈（(：—+  

19&6)， 
引自第 

5 章注 [9] 

吋这 ■观点 更新 近的论 
述。 

[

3

1

]

 

 

例如， 某认 为“中 国的人 口变化 受死亡 率变化 所决定 ，而 不是像 

现代欧 
洲早期 

一样 ，由生 
倉率所 

决定， 
（Huang,  

1990,  
329) 

[32〗 虽然何 （ Ho.  1959,  270 — 2 作） 可 能是这 种观点 的代表 ，但 近来哈 

勒尔 （Harrell) 吋 中国死 C: 韦的重 新估计 （1995, 7—9  ,14) 鼓舞 了他们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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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哈 勒尔的 发现的 依据， 仅仅是 世 纪末和 20 世 纪的中 国家谱 学家对 

18 和 19 世纪 一苎人 IT 的十 分有限 的回顾 性重建 资料。 

[33]  在 -篇裉 短的文 章里， 洪亮吉 （1746 — 1&09  )所 作的观 察与马 

尔 萨斯对 现实性 抑制的 论述十 分相似 ，但 没有提 及预防 性抑制 ，也 没有像 

马 尔萨斯 那样的 详尽论 述或广 泛争论 （Ho,  1959  h 吏近 一些， 前北 京大学 

校长 马寅初 （1882— 1982) 在 1958 年曾 强烈呼 吁人口 控制。 然而 s 毛批评 

马是 H 尔萨 斯主义 ，并 解除 了他的 职务。 直到 *70 年 代末他 才得到 平反， 

[
3
4
]
 
 

:参 见陈和 克尔斯 （Chen  and  Kds,  1982) 与雷伟 力和弗 里德曼 

{ lively  and  Freedmaru  
1990) 对中 国政府 计划生 育项目 的早期 发展的 研究。 

[
3
5
]
 
 

杵这一 收人 目标下 ， 中国的 “智囊 团_’ 根据 70 年 代的经 济增长 

率进 行丫- ■系列 ft 化 研究。 12 亿垦一 个折衷 方案。 一些极 端的估 计值甚 

至声称 中国的 理想人 U 规模为 6 — 7 亿 ( Song  JiaiixCbi  
-  hsien  Tuan  and 

Jing-  
Yu^n  Yu,  1985) 

[36j 确定了  2000 年 12 亿 的人口  0 标后 ，该智 囊固计 箅出一 对夫妇 

不能有 两个以 上孩子 、 根据这 是一种 指标而 非一个 短期目 标的 设想、 他们 

制 nr —对 夫妇一 个孩子 的政策 。（同 上） 

[37J 参见第 8 章 ，持 别是注 [21] 、[22] 中 有关这 一玟策 传统的 例子。 

[38] 班 X 蒂 （ Bennie  1987 ) 和 艾尔德 （ Aird， 1990 ) 记 录了这 忡抵触 

的一 些细节 t 

[J9J 另见 埃利希 （Ehdichs.  1968/1971  f  1990) 的著名 著述。 

[40] 布朗 （Brown) 的评 论指出 ，事 实是在 过去的 20 年里， 中 国粮食 

产 t 的增 长双 倍于人 口 增长 率， 不过 布朗的 计算似 乎使用 了没有 代表性 

苒至 是 错误的 数据。 参见 斯米尔 （ SmU,  1995 ) 和 亚历山 德拉斯 

( Alex^ndratos,  1 996) 较 为 公平的 讨设 。 

；41] 中国 是知识 侵权和 非法移 民方面 的领袖 的神话 便是一 个 例子； 

尽 管知识 产权法 在中闽 R 是最近 的事， 很多地 方有待 于完善 （奥 尔福德 

Alford  ,1995)， 坦中阔 f 会是 这些侵 权行为 的领袖 —— 特别 是考虑 到中国 

占当的 肽 界人 「1 的 1/5 根据 美国电 影协会 调査， 1995 年中 国对美 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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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 音像制 品生产 的人均 费用为 美元， 不到意 大利或 英国的 1/10 和 

俄 罗斯的 1/6。 根 据国际 音俅业 联合会 资料， 1995 年中 国非法 CD 和磁带 

生产 的人均 费用为 0A2 美元 ，相 当于墨 西哥或 巴西的 1/100, 俄 罗断的 

1/10, 而与 美国差 不多， 与 此同时 ，根据 商用软 件眹盟 ，1995 年中 国非法 

软 件生产 的人均 费用龙 0J9 美元 ，不足 美国、 曰本或 韩国的 1/20( 国际先 

驱 沦坛报 ，1997 年 7 月 4  H,6). 换 一种方 式来说 ，虽 然在总 量上墨 西哥盗 

版 生产的 CD 相当 于中国 的十倍 ， 日本的 盗版软 件相当 于中国 的两倍 ，但 

他们受 到的指 责要小 得多。 这 种差距 在非法 进入美 国移民 的问题 上更加 

明显。 根 据美国 移民和 归化局 的估计 >1996 年中国 甚至不 在美国 非法移 

民 来膊国 的前加 位中 ，并且 非法移 民数童 要少于 菲律宾 、巴 基斯坦 、印度 

和韩国 等这些 亚洲国 家。 （移 民和 归化局 ，1 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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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存 

在一 些国家 ，人 a 似乎 受迫， 印人们 

习惯 了靠尽 可能少 的貪物 生存。 在这样 

的国 家一定 筈有过 这样一 些时期 ：人口 

不 断增长 .而 生活资 料却毫 无增加 。中 

国# 起来 符合 这和 描述。 假如我 们听得 

到 的对它 的描述 可信的 话 . 那么 下昆玢 

饵的人 民习惯 于靠尽 可能少 的肾 物生 

存 ，并 黾干赘 用欧冽 工人 r 死也不 S  S 

吃 的腐 烂垃圾 …… 这神埂 况下的 IS 京必 

然会 而临孔 荒 C 

—— 马 尔萨晰  <人 原理 >(1798/ 1992,  57—58)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JL 个世 H 以来， 到过中 国的欧 洲旅行 家都曾 谈论过 中国社 

会的 贫劳 和稠密 的人口 （拉赫 Lach 和冯 .克利 Van  Kiev, 

1993).  [i] 因此， 早期的 西方经 济学家 们， 包括马 尔萨斯 在内, 

毫不 奇怪地 把这些 现象联 系起来 按马尔 萨斯的 标准， 18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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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中 国可能 是记载 最充分 的人口 过剩与 贫穷的 模式。 按每英 

亩耕 地的人 n 计箅， 中 国的人 口密度 在人口 大国中 是最高 

的， [3] 而 人均能 源与食 物消费 却是主 要人口 大国中 最低的 J4] 

其结 果是， 中国男 性的平 均身高 比同时 期的欧 洲农民 略矮一 

些 。[5] 
然而 ，尽管 生活水 平如此 低下， 中 国的人 口却从 18 世纪初 

汗 始了一 个近乎 于指数 式的持 续增长 过程。 图 3.1 展示 了这种 

增长 过程。 这个 过程大 致可以 区分为 三个阶 段：从 1700 年的 

1-6 亿迅速 增加到 W00 年的 3. 5 亿 、然 后缓慢 增加到 1950 年 

的近 6 亿， 接着又 是快速 增长到 今天的 13 亿。 而 a, 尽 管最近 

囝 3.1  中国 的人口 膨脒， 〖7011  —  2050 

资料 来馄： Ho(19 分）， r\imnd(  l977),Sdinm(]978), 趑 文林和 谢淑君 U9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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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努力控 制婚姻 与生育 、到下 世纪中 叶以前 ，中 国人口 还会继 

续 以较低 的速率 增长。 到那时 人口至 少达到 16 亿， 由此 ，当代 

中国 面临着 一系列 经济、 生态和 社会的 制约。 

尽 管长期 以来中 国学者 被这些 人口增 长的马 尔萨斯 涵义所 

吸引， 但对其 后果， 甚至其 标准、 地点以 及时间 性都未 达成共 

识。 马 尔萨斯 本人强 调了人 口增长 引起人 均产量 低于生 存水平 

后 死亡率 的上升 近来， 其他一 些学者 将注意 力集中 在更宏 

观 的经济 过程。 其中 一些学 者力图 确定何 时中国 人口超 过资源 

与 技术所 决定的 最佳点 另外一 些人则 致力干 找出劳 动力的 

边际生 产率何 时接近 于零， 换 言之， 农 村何时 出现不 充分就 

业 

由于缺 乏地理 上的明 确性， 以 及缺少 对当代 和封建 社会晚 

期中 国经济 的实证 性定量 研究， 中 国人口 增长的 马尔萨 斯涵义 

更令人 困惑。 [9] 可 以说， 中 国不仅 是最少 被人了 解的人 口大国 

之一 ，也 是最少 被人了 解的经 济大国 之一。 

过去 20 年的 变化极 其显著 Jig] 新的 数据和 新的方 法已开 

始用干 揭示中 国封建 社会晚 期和当 代中国 的经济 史和人 口史。 

其结果 向通常 的见解 提出了 挑战。 现在我 们相信 这〜时 期食物 

生 产远高 于生存 水平。 事实上 ，如 我们在 本章后 面将描 述的那 

样， 中 国经济 即使按 人均水 平计算 ，在 18 世纪 的江南 等地和 20 

世纪 的全国 也是增 长的。 这 一方面 是由于 〜种宏 观过程 ，（ 见第 

7 章 所述) 即人 □ 增长刺 激技术 革新， 认而导 致经济 增长。 另外 

还由 于一种 微观反 馈圈， 在这个 圈子中 ，家 庭根据 经济环 境的变 

化改变 其人口 行为， 调节其 规模与 结构。 換言之 ，马 尔萨 斯关于 

人 口增长 必然导 致收益 递减的 假设， 即使 对封建 社会晚 期的中 

国来说 也是错 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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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的现实 

H 个不 同指标 —— 人均 粮 食产: 1 人 均粮食 消费和 平均 预 

期寿命 —— 戳穿 r 中国 贫穷 s 饥 荒的马 尔萨斯 神话. 

粮 食产量 

尽管 中国人 n 从 is 世纪到 20 世 纪增长 了六倍 ，近 来的经 

济研 究表明 ，随着 18 肚 纪商 业化、 19 世纪城 市化和 20 世纪工 

业化 的兴起 ，经济 生产也 取得 T 一系 列进步 _ 人 均生产 和消费 
随 之增梭 ，起初 是缓慢 的和不 均衡的 ，近来 则大大 加速。 

人均 粮食产 M 是衡 迠 农业社 会里马 尔萨斯 IE 力的最 重要的 

指标， 中国的 人均 粮食产 M 在 过去的 300 年 里没有 出现下 

降。 ni] 相反 +在这 阶段的 大部分 时间里 ，尽 管耕 地有所 减少， 

人均 粮食产 量却保 持稳定 ，在 -些地 区甚至 有所增 长，虽 然从全 

国 来看有 时缓慢 M 不一致 （Perking  1969; 赵 闪 等， 1995 )。[ 12 1 在 

有 较好的 全国水 平估计 f 貞的本 世纪， 人均产 M 表现 出一 种稳定 

增长的 趋势。 根据图 3.2, 人均 粮食产 tt 在集体 耕作制 度下増 

校平缓 t 而自 70 年 代末以 来则有 大幅度 增长。 年 人均粮 食产量 

在 本世纪 20 年代为 2(30 公斤 ，到 70 年代中 期达到 300 公斤 ,80 

年代 未达到 370 公斤， 1990 年 达到邗 0 公斤。 

劳 动生产 率也是 如此。 虽然这 神增长 趋势并 不一致 .经济 

增长 在长江 下游和 东北地 K 尤为 明显。 在 史料完 整的松 江府西 

部 ,16 到 18 世纪每 个农民 的年均 净产出 增长了  30%, 从 1S.8 

石 上升到 24+5  据 李扪重 （Li  Bozhong,  1998) 估计 ，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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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J}  3.2  中 国人均 堉食产 里_  ]^[)- 

资料 枳诹 ： I 叩 0:1929—】 'iH'^fi'Mh  KuckC  196(0；  l^52^uck(  l%6)；  I')??： 

197(>-|97«  R^wskit  1^79)U978.1986：  Walktr(l988)o 

时期, 整个长 江下游 地区， 每亩地 （i/6 英亩） 平均产 量增长 r 

47%, 每个劳 动力年 净产 M 增长了  52%  农业 劳动生 产率的 

增长 同时还 伴随着 女性劳 动力向 养蚕业 与农村 工业的 转移。 至 

本世纪 70 年代末 、长 江下游 和东北 各省人 均粮食 产量仍 明显高 

于全国 f- 均 水平。 ^ 

生 产率的 提高至 20 世纪中 期已成 全囷性 趋势。 即 使在中 

国人 n 增长 最迅速 的时期 （从 50 年 代中至 70 年代 中）， 农业劳 

动 生产率 还是从 年人均 232 元增 长到了  255 元 （Rawsk 彳， 

1979): 「叫 农业劳 动生产 率的这 种增长 ，尽 管较慢 ，但在 这一时 

期农 业劳动 力大幅 度增加 的条件 T, 却是一 个引人 注目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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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75 年， 全 国农业 劳动力 增加了  1 亿 ，比 50 年 代中期 增长了 

40%. 尽 管如此 ，自 70 年代 末以来 T 农村 地区劳 动生产 率甚至 

以 更为爆 炸性的 速度在 提高。 以 人均指 标计算 .最近 20 年农业 

产值的 年均增 长率比 1957—1978 年高了  10 倍 以上。 []7] 

相反 ，在 19 世纪 后期和 20 世纪 ，西北 (陕北 、甘肃 V 和西南 

(贵州 、云 南) 这样的 山区， 由于生 态恶化 ，出现 「 人均生 产率的 

下降 (严 瑞珍 和王援 1992), 过度 的山坡 种植和 不合理 的修筑 

梯田导 致大规 模的植 被退化 和水土 流失。 结果是 ，至 70 年代 

末 ，这 些省份 的人均 粮食产 量比全 国平均 水平低 15—30%。 在 

当 代中国 历史上 农业生 产最好 的年份 ，即 70 年 代末到 80 年代 

中， 这些 省份的 状况也 没有得 到改善 。.到 [986 年 ，这些 t 份的 

人均 粮食产 M 下滑 到低于 全国乎 均水平 14-40% o 甘肃 省的人 

均锒食 产量根 本没有 提高， 而贵 州省和 云南省 '则出 现了下 

降。 [18] 

粮 食消费 

然而 从总体 上说, 粮食生 产的增 长使得 营养状 况得到 改善。 

从某些 人口营 养学和 人体测 量学指 标看， 生活水 平的改 善至少 

可以追 W 到本世 纪初， 在一些 地区甚 至可能 更早。 人体 测量诸 

指标 表明， 中国人 口的身 体健康 状况在 20 世纪 初期得 到述步 

改善。 hW 对世界 各地历 史和当 代人口 的大量 研究， 已 经肯定 

了营养 和身高 之间的 关系。 青壮年 的平均 身高也 许比任 何其他 

指 标都更 好地反 映了人 口 的 营养状 况和生 活木平 （Fogel， 

1986;  Floud、 Wachier  and  Gregory,  1990:  Kolmos,  1994； 

Steckel,  1997), 

尽管 如此, 按欧洲 人的标 准来说 ，中国 人一直 较矮。 这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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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结构 和卡路 里摄入 1 所决 定的。 至少从 12 世纪 以来， 中国人 

一直以 吃蔬菜 和谷物 为主, 而不是 肉和奶 产品。 其食物 提供的 

脂肪、 蛋白 质和其 他营养 物的组 合与欧 洲有很 大不同 

(Andean,  1988)。 其结 果是， 即使在 20 世 纪初期 ，中国 人均营 

养获取 童在略 高千加 00 卡 路里的 水平时 （在有 些地区 要高得 

多 ）（ 潘明德 Pan  Ming -  de,  1997), 身高仍 落后于 相同水 平卡路 

里 摄入量 的欧洲 标准。 然而 ，在 20 世纪下 半叶， 随着人 均营养 

获取量 大幅度 增加到 1956 年的 2326 卡路里 ， 70 年 代末的 2500 

卡 路里及 90 年 代的近 3000 卡 路里， 身 高也随 之增加 （Piam 

1986；Brown,1995)of2°] 

其结 果是， 中国人 的身高 在过去 75 年里 有了显 著增长 。虽 

然身高 的全国 性调查 50 年代才 开姶, 但对 某些人 口的人 体测量 

学分 析清楚 地表明 ：营养 水平从 20 世纪初 就开始 提高。 图 

展示了 有关的 数据。 对几 千名北 京宮廷 侍卫的 分析表 明：在 

1900 年左右 ，一般 男性人 口身高 不超过 163 厘米， [21] 接近于 20 

年代第 一次全 国范围 身高调 査所推 断的城 市人口 身高。 到 

即年代 ， 男性 身高增 长到了  171 厘米。 换 言之， 在不到 3/4 世 

纪的时 间里， 男 性身高 增长了  8 厘米 以上， 这一 过程似 乎可分 

为两 t 阶段 。 20 世纪上 半叶， 在中国 大陆和 台湾， 根据 性别和 

居 住地的 不同， 身高每 10 年增加 0+5 至 1 厘米 不等。 [糾1949 

年以后 ，增 长率 达到每 10 年 1 至 1  +  4 厘米 ，与日 本及其 他欧洲 

国家 体格发 展最怏 时期时 的增长 率相同 （Piazza， 19S6)PM] 虽 

然 由于缺 乏更早 期的中 国农村 的全国 性数据 ，我 们不能 进行不 

同 时期的 对比， 但 从某些 农村地 E 得到 的资 料看， 农村地 区甚至 

比城 市增长 得更快 JU] 

当然 ，身高 变化在 反映营 养变化 的同时 ，也反 映了疾 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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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变化。 尽管人 H 恃续 增长 ，但不 仅中国 人的营 养获取 童大量 

而稳定 的增长 ，与 疾病 控制 和预防 直接相 关的健 康状况 也有显 

著改善 _ 无论如 何， 人体 身高的 七述变 化证实 r 人 民生活 总体 

水乎 的提高 

m  3.  3  中国男 性平均 身高， I9«S 

资抖 来源： <rhai  ■彳 1『代， 19%) 

此外， 有证据 表明： 在中国 的某些 地区， 节在 20 世纪 之前营 

荞状况 就开始 改善。 虽 然多数 当代中 国历史 学家认 为封建 n 会 

晚期人 民营养 水平低 ，甚至 是极低 ，但 他们 的结论 似乎与 历史记 

载 不符。 近 来的研 究发现 ，在 人口最 稠密的 地区， 人们的 饮食要 

比人 n 较稀 疏的地 K 好 （罗仑 1989)。 有 关封建 社会晚 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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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最稠 密地区 —— 长 江下游 —— 农民的 普通饮 食的零 星记载 

表明， 他们 的饮食 要好于 中国任 何其他 地区。 

这 种生活 水平看 来从更 早的时 期就开 始显著 改善。 从 n 

世纪 开始, 长江下 游及其 他地区 的中国 人吃鱼 、肉 和豆腐 、饮茶 

和 酒以及 消费糖 都比以 前更多 ，对 封建社 会晚期 一系列 记载农 

村 工资补 偿和饮 食的农 书进行 比较， 就可 以清楚 地看到 这一点 

(方行 19%) 在 江南， 16 世纪 一个普 通的农 业劳动 力在农 

忙季节 每月有 10 天可 以吃肉 ，而到 17 世纪 增加到 15 天 ， 19 世 

纪 增加到 20 天 J27] 肉 的质量 和数量 也得到 改善。 例如 17 世纪 

在有肉 吃的那 些天里 ，农 业短工 也只能 吃少许 所谓的 低档肉 

食 —— 晻肉 、干鱼 和动物 内脏， 而到 世 纪就能 吃到大 量的猪 

肉 虽然 农业长 工 吃的猪 肉要少 一些， 但在没 有肉的 那些天 

里能吃 到鱼。 [別 酒类的 质量和 数量也 增加了 到 19 世纪中 

叶, 对于 某些农 业雇工 来说， 即 使是平 常的日 子也有 肉有酒 。普 

通农 民亦是 如此。 [3l] 

生 活水平 的提高 不限于 饮食。 肯 •波 梅兰茨 （Ken 

Pomeram) (即将 出版) 最近 估计， 中国 和欧洲 〖8 世纪时 人均布 

四 、家具 ，甚 至能源 的消费 都相差 无几。 因此， 通常 所认为 

的人 □增长 导致贫 困甚至 饥荒之 说， 似乎不 适用于 中国， 允其 

不适于 长江下 游地区 在持 续的马 尔萨斯 E 力下， 中国人 

n 不仅得 到增长 + 而且 （如 我们 在下一 章将要 看到的 ）并 沒有带 

来死 亡率和 饥荒的 增加， 也 没有导 致明显 的人均 生产率 下降。 

事 实上、 有明 确的证 据表明 t 即 使是在 20 世纪 末经济 起飞之 

前， 中 国人的 生活质 量就已 有明显 改善。 在 这种意 义上说 ，中 

国， 尤 其是人 口最稠 密的长 江下游 地区， 似乎 并没有 人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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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预 期寿命 

从总体 上看， 中国 似乎也 没有经 历高死 亡率和 频繁的 饥荒。 

过去 ，人 们通常 认为， 中 国人口 主要由 死亡率 所决定 ：战争 、痕 

疫、 饥荒与 溺婴。 换言之 ，中 国人口 受现实 性抑制 而非预 防性抑 

制 所驱使 ，围绕 着一种 均衡而 波动。 生活 水平的 提高导 致人口 

增松； 而随着 人口增 长超过 生活资 料增长 ，生 活水 平出现 下降。 

现实 性抑制 和程度 稍轻一 些的预 防性抑 制发生 作用， 人 口增长 

率 便出现 下降。 被马 尔萨斯 称为现 实性抑 制的死 亡率控 制着中 

国人 a 的增 长。 

对 现实性 抑制在 中国所 起作用 的强调 ，促使 中国历 史人口 

学者将 大量最 初的努 力集中 在死亡 率研究 上，尽 管他们 用来作 

分析的 家谱资 料存在 内在的 局限性 (Hanrdl,  1985;  Lki  Ts’ui- 

jung,  1985; 李、 安东尼  Anthony  和休恩  Suen*  1988 根据这 

些 及后来 的研究 ， 18 世纪 中国人 口死亡 率与西 欧大致 相同。 【％] 

出 生时的 平均预 期寿命 因性别 、阶级 和居住 环境不 同而在 26- 

35 岁之间 D 男性 寿命比 女性长 （李 、安 东尼和 休恩， 1988；  Lee 

and  Campbell,  1997)。 上层人 士寿命 比 平民长 （待尔 福德， 

1990a,b)o 不论 阶级， 农村 居民寿 命一般 比城市 居民长 （Lee、 

Campbell  and  Wang,  1993)0 

按 照马尔 萨斯的 预言， 19 世纪和 20 世 纪初中 国人口 的增 

长， 本应该 导致高 死亡率 和频繁 的饥荒 ，但 看起来 这一阶 段的死 

亡率 并没有 上升。 〔V] 例如， 皇 室成员 —— 无疑是 中国人 口纪录 

最完整 的人群 —— 的平 均预期 寿命没 有下降 迹象， 尽管 其数量 

增长在  19 世纪逐 步放慢 （Le^、 Campbell  and  Wang,  1993;  Lee* 

Wang  and  CampbelK1994)j38] 平民的 情况也 是如此 （ Le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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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  1997), 事 实上， 有明显 的迹象 表明， 至 少在某 些城市 

和农 村地区 ，从 20 世纪 初起， 死亡率 就开始 了持续 下降。 例如， 

在 北京, 康文林 (Campbell,  1997) 证 明两性 5 岁时 的平均 预期寿 

命都 增长了 十岁多 t 他把这 种情况 主要归 因于自 20 世纪 10 和 

20 年代开 始的自 愿性公 共卫生 措施。 据记载 ，天 津以及 其他的 

城市 也有同 样的卫 生措施 (Benedict， 1993；Rog^ki,  1996), 紧接 

着 是全国 范围的 公共卫 生政策 ，其 有效性 直到最 近才受 到注意 

(Yip  1995  )0 

虽然 死亡率 突增确 曾中断 这一死 亡率下 降趋势 ，但 这些危 

机几乎 不能阻 碍长期 的人口 增长。 m 荒并 不多见 ，其影 响也非 

常有限 而且 ，中国 的饥荒 以及相 应的人 Q 损失 往往 是政治 

和组 织问题 的结果 t 而不 是人口 过剩本 身所造 成的。 1958 — 

1961 年大跃 进饥荒 ■ — 也许是 人类历 史上最 为不幸 的饥荒 

—— 或许是 最明显 的例子 ，它 造成 了多至 3000 万人的 夭折和 

3000 万 人的推 迟出生 (Askon 等， 1984)。 那场饥 荒虽然 因不寻 

常的 、严 酷的自 然 条件而 恶化， 但却 主要是 与大跃 进相关 的一系 

列人为 错误的 后果, 如不切 实际的 加速农 村公社 化和工 业发展 

Yang,  1996)0 信 息不通 和政治 方面的 考虑导 致错误 决策， 

如在饥 荒达到 顶峰的 1960 年 还要出 口粮食 其他更 早的饥 

荒似 乎也同 样是由 于混乱 与无知 因此 ，是政 治而非 人口把 

中 国推向 了 生存 的边缘 ( Bernstein,  1984 ) 。 

至 20 世纪 中叶， 中国的 死亡率 开始以 世界其 他任何 人口大 

国都无 法比拟 的速度 下降。 婴儿死 亡率从 1950 年的 200%o 下 

降到 今夭的 50%o 以下。 根据 三次人 口普査 制怍的 生命表 显示， 

男 性的平 均预期 寿命从 1953-1964 年的 42.2 岁 上升到 

19M—1982 年的 616 岁 ，意 味着自 1949 年以来 平均预 期寿命 
49 



每 年增加 1  +  5 岁 。到 1980 年， 平均预 期寿命 达到了  69 岁& 这 

一快速 的进步 是由于 政府对 公共卫 生的投 资增加 (hnUson 等, 

1984)0 最 近的数 据表明 ，在近 十年中 ，死亡 率继续 下降, 特别是 

在甘 肃和贵 州等边 远省份 ，虽 然下降 速度要 慢得多 J42] 

总的 说来， 在最近 300 年里， 没有证 据表明 死亡率 在上升 

或死亡 危机的 频率和 强度在 上升。 相反 ，随 着人口 的增长 ，死亡 

率基本 保持稳 定甚或 下降。 尽管马 尔萨斯 的论证 很有力 t 但事 

实从 未如其 所愿。 尽管 中国人 0 从 1750 年的 2.25 亿持 续增长 

到 1950 年的 6 亿和 今天的 12 亿以上 t 但 人口过 剩的阴 影似乎 

一直只 是一个 神话。 

人口 与经济 

中国之 所以逃 避了人 口过剰 ，是 因为 这样两 种人口 一经济 

过 程：一 是社会 层次上 的因果 过程， 即人 口增长 促进技 术革新 

和随 后的经 济增长 (Bosemp,  1965/1%6>; 二是在 个体家 庭层次 

上的反 馈圈， 即 经济条 件的变 化促使 人们改 变其人 口行为 ，从 

而 调节其 生育率 ，以及 在较小 程度上 调节死 亡率。 第一 种过程 

即技 术革新 和劳动 生产率 提高， 已 经由许 多学者 进行了 详细的 

描述 （ 何炳棣 1955; 唐启禹 19S6; 郭文韬 1988; 李伯重 19 卯）。 

第二 种过程 即前现 代人口 控制， 还没有 得到充 分认识 ，我 们将在 

本书第 4 至第 7 章中详 细考察 

农 业扩张 

长 期以来 ，对封 建社会 晚期人 口增长 的普遍 解释是 ，新 的作 

50 



物 品种和 耕作方 式扩大 了食物 基础。 何炳棣 （Ho  P 彳 tig- ti， 

1955,  1959,  1978>  着 重指出 ，新的 粮食作 物从美 洲和其 他地区 

传播 到亚洲 ，使 得中国 既提高 了粮食 产量， 又增加 了农业 种植面 

枳 ，对 于中国 的西部 山区和 西南边 疆以及 内地的 许多山 区来说 

尤其 如此。 其 结果是 ，举 例来说 ，西南 地区的 人口在 18 世纪中 

叶不 到全国 人口的 5%, 而到 20 世 纪初已 超过了  15%。[44] 

后 来日本 和美国 学者的 研究强 调了其 他形式 的技术 革新, 

同时逆 转了这 种因果 关系。 他们 认为 ，农 业扩张 是人口 压力的 

结果, 而不是 原因。 [45] 尤其是 埃尔文 （EMn,1973) 在日 本学者 

研究的 基础上 ，阐 述了 人口增 长是如 何导致 生产率 提高的 一 

具 体地说 ，从单 作制到 复种制 、从旱 地到水 田种植 、从肥 料的有 

限使 用到广 泛使用 ，以 及从劳 动力的 有限使 用到密 集投入 。不 

过, 他的 研究以 全国性 数字为 基础， 因而缺 乏揭示 因果过 程所必 

需 的详细 分析。 

最近 ，在一 系列集 中讨论 长江下 游地区 （中国 封建社 会晚期 

研究最 透彻的 地区） 的 著作中 ，斯 波义信 （Shiba  Yoshi，1991> 和 

李伯重 （Li  Bozhong,  19 明) 详 细描述 了一种 经济增 长模式 ，按照 

这种 模式， 至少这 一地区 人均生 产率和 人均消 费是上 升的。 [46] 

他们的 结论是 :许多 传统技 术直到 18 世 纪末和 19 世纪 初才得 

到广泛 应用。 [47] 此外 ，随着 资源更 合理地 使用， 劳动产 出值也 

得 到提高 。 一方面 ，长 江下 游的农 民增加 了耕地 、水面 、人 力和 

畜力 等资源 的合理 使用； 另 一方面 ，他们 也提高 了生产 的集约 

化 ，即为 了提高 产量, 在一定 的面积 和时间 里增加 劳动和 资本的 

投入。 这 两种过 程携手 并进。 双季稻 与冬季 旱田怍 物轮神 、棉 

花 和水稻 与冬季 旱田作 物轮种 ，以及 桑果间 种方式 的推广 ，增加 

了每 年的工 作日数 ，也 增加了 人力和 畜力的 市场。 同时， 农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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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了对经 济作物 的投资 ，改 变种植 方式, 把耕地 用于神 植更集 

约的 作物。 施肥水 平的提 高尤为 重要。 事实上 ，肥 料投 入的增 

长 甚至快 于劳动 投入。 长江 下游地 区这些 变化的 发生伴 随着农 

村工业 化和商 业化的 扩张。 国内和 国际市 场的扩 大为长 江下游 

的农民 提供了 机遇， 使他们 可以通 过比较 优势和 加强劳 动分工 

来 获利。 数百 万农民 （主 要是 妇女) 离开农 田转向 回报较 高的农 

村 工业。 正 是由于 以上这 些原因 ，18 和 19 世纪 长江下 游辿区 

总体的 生产率 有了大 幅度的 提高。 

劳动 集约化 

换言之 ，农 业扩 张伴随 着劳动 集约化 过程。 这神转 型表面 

上看与 速水融 (Akira  Hayami T 1977) 所 称的日 本的 “勤劳 革命” 
相似, 但事实 上这主 要是由 18 和 19 世纪 经济机 会的增 加以及 

20 世纪后 期意识 形态的 需求所 推动， 而非人 口压力 我们可 

以根 据时间 、性 别和动 机来区 分两种 不同的 过程。 

一 方面， 男性每 天工作 的时间 更长， 每 年工作 的天数 更多。 

在 中国封 建社会 晚期， 长江下 游地区 的男性 农民一 年到头 工作， 

而中 国北方 ，严 酷的冬 季气候 使农民 有较长 的农闲 时期。 尽管 

如此 ，到 1950-1975 年间 ，在整 个农村 地区， 不仅 所有的 成年男 

性都能 就业， 而且每 年工作 的平均 天数也 增长了  50  % ，从每 年 

的 160 天 增加到 250 天 （Raw—， 1979)。[州 农村 劳动力 投入的 

増加， 至 少是在 20 世纪 70 年 代中叶 以前， 主要是 由于以 复种率 

提高和 播种面 积增加 为代表 的更集 约化的 耕作对 劳动力 需求的 

増长 J50] 农村 劳动力 需求的 其他重 要方面 ，是在 集体耕 怍制度 

下 迅速扩 大的土 地开垦 和农村 建设。 

另一 方面， 妇女不 断加入 到主要 劳动力 行列。 起初 （在 18 



和 19 世纪) 她 们从事 辅助性 的非农 业经济 活动, 后来 （在 20 世 

纪） 从事 辅助性 的农业 活动。 到封 建社会 晚期结 束时, 女 性参与 

耕作、 尤其是 从事棉 丝手工 业生产 在长江 下游地 区己达 到了较 

高 水平, 而在 其他地 区如北 方则要 低得多 J51] 然而 ，从 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 ，女性 加入劳 动力大 军在全 国范围 出现了 显著增 

长。 国 家政策 规定妇 女应该 参与田 间劳动 ，而且 应该与 男性同 

工 同酬。 其 结果是 ，在某 些地区 》妇 女参与 农业生 产在几 年内就 

使得农 业劳动 力翻了 一番。 

尽 管劳动 力供给 有了巨 大增长 ，但人 均产量 并没有 出现下 

降, [52] 相反倒 增加了 ，一系 列生活 水平指 标也上 升了。 例如, 

长 江下游 地区农 业工作 的实际 工资, 不仅以 现金衡 量迅速 增加， 

而 且以实 物衡量 也有所 增加。 有一项 研究甚 至认为 ，在 17 世纪 

初的江 南,要 养活一 个成年 人需要 4 一 5 个成年 劳动力 ，而到 18 

世纪则 只需要 1 一 2 个 劳动力 就够了 （魏 金玉 1983,  483-442, 

490,  496— 499) o 不 仅食品 ，衣眼 的变化 也反映 出收入 的增加 

和生 活水平 提高。 据方 行研究 (1996).  17 世纪时 许多农 民仍然 

穿用 大麻和 芍麻， 而到 19 世纪 中叶, 几乎 人人都 能穿用 棉布甚 

至丝 绸了。 [% 奢侈 消费增 长最显 著的例 子是酒 、鸦 片和烟 

草  J54
] 

至少在 长江下 游地区 ，人 口增 长并未 伴随消 费和收 入的长 

期下降 J55] 虽然全 国范围 内生产 、营 养和 健康水 平的长 期增长 

只 出现在 20 世纪 ，钽有 些地区 ，如长 江下游 地区， 至少在 18 世 

纪就经 历了这 样一个 过程。 当然. 马尔萨 斯压力 在中国 历史上 

一 直存在 ，但从 未导致 过马尔 萨斯式 的死亡 危机。 这个 伟大的 

成就本 不应该 发生在 马尔萨 斯所描 述的中 国人口 体系中 ，即生 

产能 力达到 极限， 生育没 有节制 ，死 亡成为 唯一使 人口与 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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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平衡的 方法。 

马尔萨 斯危机 得以避 免不仅 是宏观 层面上 经济增 长的结 

果 ，而 且也为 微观层 面上不 断的人 口调整 所促使 （我们 将在第 

4 一 6 章中 讨论 U 中 国的人 口行为 跨越了 多种人 口控制 方式， 

使得他 们 能够积 极调整 其死亡 、结 婚， 甚至 生育。 换言之 ，中国 

的人口 体系使 得中国 人能够 在人口 与经济 增长之 间建立 起一种 

反 馈环。 这样 ，中国 人就能 够根据 其社会 经济条 件来调 整其人 

口 行为。 不 橡其他 国家的 农民， 中 国农民 只有在 对他们 有利的 

情況下 才生儿 育女。 因而， 中国的 人口增 长主要 是对机 会增加 

的 反应。 其 结果是 ，中国 人能够 抑制或 释放人 口增长 ，而 无需增 

加马尔 萨斯所 描述的 宏观层 面上的 ，至 少是 外生的 现实性 抑制。 

中 国人口 行为构 成了一 种可以 替代马 尔萨斯 模式的 人口体 

制， 我们 将在第 7 章中对 此加以 阐述。 控制婚 内生育 、溺 婴以及 

男性独 身等这 些人口 机制相 结合， 构成 了人口 与 经济反 馈环中 

的重 要组成 部分。 一方面 ，人口 行为高 度依赖 于经济 状况； 另一 

方面 ，这样 一种多 方式的 人口控 制体系 ，也 使得中 国人口 在相当 

长时期 中持续 增长, 而没有 出现马 尔萨斯 所预料 的长期 m 荒和 

死亡率 危机。 

注释 

[1J  管中闽 人民极 其勤劳 和理智 ，但是 他们人 数太多 ，导 致了许 

多 悲惨的 后果。 有些人 穷得无 力为他 们的孩 子提供 F1 用品， 特别是 当母亲 

生病或 没奶时 ，他们 就把要 儿遗弃 街头， 因 此从某 种程度 上说， 那些 无辜的 

婴儿 一出生 就注定 要死亡 /’（DuHakle  1738,  1:277) 

[2] 因此 ，根 据亚当 * 斯密 （Smhh- Adam,  1776/1979,  174— 175) 所说. 

54 



"屮国 下展社 会人民 的贫穷 程度远 远超过 欧洲最 穷国家 的人民 …… 他们能 

找 到的生 存资料 …… 是如此 奇缺， 以致他 n 盼望 打捞 从欧洲 眙只上 扔下的 

最 肮脏的 垃圾。 任 何腐肉 ，如又 臭又烂 的死拘 死猫的 尸体， 对他们 就像其 

他国家 的人民 最健康 的食品 那样受 欢迎， 

[3] 根据中 国官方 的统计 ，到 18 世纪 中叶， 人 U 密度 已经超 过每平 

方公 里耕地 500 人 （梁方 仲 3980,400,546)。 尽 管由于 耕地面 积漏登 ，这 

些数 据毫无 疑问# 些夸张 （Ho.  1955), 但与 18 世纪 欧洲每 平方公 里拼地 

70 人相比 ，反 差极 其显著 （BraudeU979,  56-64), 

[4J 上文 引用的 斯密与 马尔萨 斯的经 典性言 论反映 了这神 普遍观 

点。 

[
5
]
 
 

虽然 18 世纪中 国人的 平均身 高还有 待确定 ，但到 19 世纪 后期 

不 会超过 163 厘米 （Ckn  and  Let  1996)。 相反 t  19  tt 纪后期 欧洲人 的身高 

大  A  力  1 70 厘米 { Fbud 、 W achter  and  Gregory,  
1990 ) 。 

[6]  4 尔 萨斯和 李嘉图 把人口 过剩定 义为乎 均产量 低于最 低生存 

线， 从而使 得死亡 率上升 ，或婚 烟推迟 ，人 口增 长受到 抑制的 临界点 （Grigg, 

1980). 

[7]  1959 年何写 到，“ 有理由 相信在 1750—1775 年间 达到了 当时技 

术水平 f 的最 优状况 < 一个“ 人口生 产出最 大经济 揭利” 的点） ” （HO,270)。 

不过 ，马克 ■唉 尔文 （Ekim  1973) 是把 它细化 为中国 经济史 的正式 模型的 

第一人 & 巧合的 是, 类似的 观点在 70 年代末 中国首 次制定 严苈的 人口控 

制政策 时也极 为流行  <  宋健 1981)。 

[

8

]

 

 

在中 国史学 家中， 黄宗智 （Huang,  1985 •  1990) 可能是 这一人 U 

过剩定 
义最重 

要的支 
持者。 

参 见赵冈 
（0^0,1986>对 

在中国 
条件下 

这一模 
型的详 

细论述 
。 

[

9

]

 

 

尽管许 多学者 或多或 少同意 由何柄 棣第一 次提出 的“全 国”模 

式, 但对 
于 人口 过剩发 

生的地 
点和时 

间存在 
着大量 

分歧。 
比如 

，许 多学者 
认为 人口过 

利的地 
点是中 

国的中 
心地带 

，特 别是东 
部省份 

江苏 
、浙江 

、福 

建、 山东和 
河北， 

主要 
时问是 

封建社 
会晚期 

（ 17 世纪至 
20 世纪初 

h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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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 挡学者 认为人 1 1 过剩 要发生 得更早 一些， 并且发 生在不 同地区 （从 

翰香 多数历 史学家 同意人 口过剩 在长江 下筘地 区尤其 明匣， 这是 

中围人 口密度 最高的 地区， 也是本 章要集 中讨论 的地区 5 李伯重 （19%c 

和 Li  Bo^hong,  1998) 概括 了这些 不同的 观点。 

直 到最近 ，我们 对中国 人口与 经济的 认识是 基于如 T 的制度 史研究 ： 

何炳棣 （Ho,  〖959)、 施坚雅 （Skinner,  1986) 和姜涛 （ 1993) 的中 国人口 史的研 

究， 王业键 <  Wang  Yeh  -  chien,  1973), 全汉升 （ 1974J976) 和 梁方仲 （ 1981 、 

19S4) 的中 国经济 史研究 ，以 及 何炳捸 （Ho,  1959), 刘 大中和 叶孔佳 （Liu 

Ta -  cKung  and  Yeh  Kung -  ctiia,  1965), 艾尔德 { Aird,  196 队埃 克斯坦 、盖伦 

森和别 （ Ecksiein、 Galenson  and  Liu, )t  拍金斯 （Perkins， l%9)t  施拉恩 

(Schnin,  1978) 对中 国人口 与经济 增长估 it 的大致 轮廊。 

[
1
0
]
 
 

参见雷 伟力、 李和王 （Lawly、 Lee  and  Wang,  1990) 关于 中国历 

史和当 代人口 学领域 
状况的 槪述。 

遗 憾的是 ，我们 
找不到 类似的 

概述* 国 

经 济研究 状况的 文章。 

[

1

1

]

 

 

不 R 在人 口 增长的 时期， 而且在 播神面 积缩小 的时期 •农 I 生 

产都 得到了 
提高。 

例如 ， 沃克 （Walker,  
1988) 

描 述了在 
1978-1986 

年间， 

在 播种面 
积因工 

业和住 
房建设 

用地而 
缩小了  

fi% 的情 况下， 全国的 
粮食产 

量如何 
增长了  

24%。 
李伯重 

（U  Bozhonil99i0 

描述了  
1700— 

1850 年江 

南地区 的类似 过程。 

[

1

2

]

 

 

珀金斯 （Perkins,  〖969) 认 为在近 300 年里 * 人均 生产率 保抟着 

相对隐 
定， 而赵 冈等人 

U995) 
记载 「 每英 亩生 产率在 

18 世 纪末和 
I9 世纪 

初 出现轻 
微下降 

，到 19 世 纪末和 
20 世纪 初出现 

回升。 
见 李伯重 

<  Li 

Boj：hong，l998>  

对 这两种 
结论的 

评述。 

[13]  “&” 是中国 封建社 会晚期 一种计 量单位 ，估计 一 石大米 的重量 

略低于 200 碎。 (Chuan  and  Kraus.  1975,  98) 

[14〗 李伯 重详尽 阐述的 发现对 珀金斯 （Perkinsa969) 的主要 结论之 

一 提出了 质疑。 拫据一 系列间 接证据 ，拍金 斯认为
 14-  19 世纪的 农业扩 

张主 要是拼 地增加 与土地 生产率 提高的 结果。 他特 别指出 全国锒 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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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了一 番/而 这主要 发生在 18 世 纪以前 （14 一 23)。 李伯重 根据赵 问等人 

(1995) 的结 论认为 ，情 况不可 能如此 f 而且拼 地面积 要比珀 金斯认 为增加 

的多 得多。 

[15]  根 据沃克 (Walhrt  1988, 608) 的计算 得出。 例如 ，1978 年 ，浙江 

省人 均粮食 产童为 391 公庁 ，比 全国平 均水平 329 公斤高 19%。 江 苏省比 

全 国平均 水平高 25 % 。 而且 ，在 〖978—1986 年间 ，江 苏省的 人均粮 食产量 

增加了  29%, 达到 533 公斤 ，高于 全国平 均水平 44%。 东北 地区的 黑龙江 

和 吉林省 ，1978 年 的人均 粮食产 童分别 *  472 和 426 公斤， 高于全 国平均 

水平 43 % 和 29%。 到 1986 年 ，人 均粮食 产置增 加到了  533 和 604 公斤的 

新高度 ，高于 全国平 均水平 44% 和 63%, 

[16]  L955 年的这 些数字 是“元 '约 相当于 40 美分。 我们感 谢罗斯 

基提供 的这些 资料。 

[
1
7
]
 
 

人 均锒食 产量的 平均增 长率在 1978-1986 年间为 4+8%, 在 

1957—1978 
年 间仅为 (K4% 。 (Field,  

19S8) 

[18]  197S 年 ，陕西 省人均 粮食产 量为全 国平均 水平的 87%, 甘肃省 

为 贵 州省为 73%, 云 南省为 85 % (沃克 Walltej：,  1988,  608), 根据李 

中清 （Ue, 即将 出版） 研究 .中 rf 西南地 区直到 19 世 纪二三 十年代 才开姶 

这 一 恶 化过程 。 

[

1

9

]

 

 

尽管 目前还 得不到 18 和 19 世 纪的这 些指标 的数值 ，但 这并不 

意味 着在那 个时期 营养水 平没有 提高。 

[

2

0

]

 

 

除 丁短时 期的严 重饥荒 ，如 1959— 196〗 年那 一次外 ，没 有明显 

的证 据表明 
，中国 

一 在本世 
纪前半 

叶人们 
曾广泛 

报道过 
其贫困 

—— 的消 

费水 平曾经 
低于生 

存线。 
联合国 

粮农组 
织规定 

1600 
卡路里 

为最低 
生存水 

平线。 
1929—1933 

年进 行的一 
项大规 

模的调 
査估计 

，中国 
人每天 

获得的 
卡 路里为 

2365。 
( Back,  

196640 

[

2

1

]

 

 

陈和李 （Chen  and  Lec,  1996 >。 对 全国人 口的推 断主要 根据瓦 

赫特尔 
（1981) 

及 瓦赫抟 
尔和特 

鲁赛尔 
（Wachter  

and  
Trussell*  

1982)。 
这些 

都 是平均 
计算值 

，方 差较大 
—— 超过了  

3 厘米。 
不过 

，大量 
类似的 

记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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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 中国的 挡案馆 中得到 ，而 我们 正在收 集和分 析这些 资料， 

[22]  1915 年 ，中华 医学 传教协 会研究 委员会 （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  ( CMMA  ) 发出号  “对 数量尽 

可能多 、分布 尽可能 广的中 国人进 行体格 测量” （Sievenson,  1926,95)。 

CMMA 认识到 ，当 时能得 到的身 体发育 tf、 准 都来自 对欧洲 和美国 儿童的 

研究 ，几乎 不适用 于屮国 儿童。 CMCVIA 进行中 国人体 _ 量调査 的号召 .是 

建 立中国 人身体 健康发 育参考 标准过 程的第 一步。 为响 应这一 号召， 

1915— J925 年间. 医生和 医务工 作者与 CMMA 合作， 在城 市地区 收集了 

11000 多 人的身 体测量 数据。 i8 岁 中国男 性和女 性的乎 均身高 分別为 

163.1  ̂   151.  1 厘米。 直到 1949 年后， 大量农 村人口 的人体 测童数 据才得 

以 开发。 

[
2
3
]
 
 

根据 陈和李 （Oien  and  Ue,  1996),  1900 — 1950 年间 .中 国大陆 

城市地 区男性 
和女性 的平均 

身高每 十年分 别增加 
0+5 和 1 厘米 ，台 湾城市 

地区 男性 和女性 的平均 
身高每 十年分 别增加 

0.8 厘米 u 

[

2

4

]

 

 

根据 陈和李 （Chen  and  Lee,  1钟6),  1950—1990 年间 ，中 国大陆 

男性 和女性 
的平均 

身高分 
别每十 

年增加 
1 和 1.3 厘米 ，台湾 男性和 

女性的 

平 均身高 
分別每 

t 年增加 
K4 和 1.2 厘米 ， 

[25]  1979 年在安 微省的 一项调 査发现 ， 195S — 1979 年间， 农村人 

C1 身 高每十 年增加 4.2 厘米， 城市人 口增加 23 厘米 （研 究组 1982,  50$, 

转引 d  Piam,  1986,  156—157  }, 最近 ， 四 川省一 项类似 的调查 发现， 

1985-1995 年间 f 农村男 性和女 性的身 高分别 增加了 个 3 和 3.5 厘米 +而 

城 市男性 和女性 只分别 增加了  1,21 和 1.31 厘米 OJPI  1996 年丨 1 圬 5 日 

新闻发 布)。 

[

2

6

]

 

 

这些手 册包括 1630 年的佚 名吾作 {沈 氏农书 >和 165S 年张履 

祥 的< 补农书 
>, 均 经陈恒 

力和王 
达注释 

，并以 
< 补农 

书校释 
>为 名出版 

（北京 
农业出 

版社， 
1983); 

要皋 1834 
年 的著作 

(浦 泖农咨 
H 上海图 

书馆出 
販社, 

1963); 
陶煦在 

1864—L8S4 

年 间写的 
（租 蕨） .于 1927 

年出版 
（无出 

版机构 

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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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江 F 游地 的农业 r 资通 常包括 伙食, 现金和 实物。 尽管实 物部分 

的 比例在 17、18 和 19 世纪没 有多大 变化， 但伙食 和现金 部分是 增松的 （罗 

仑 ，1%9; 方行 ，1996)。 实际上 ，根据 潘明德 （Pan,  1997) 最近 的分析 ，成年 

男性农 业雇工 每天平 均消费 超过了  4000 卡 路里。 

[27] 虽 然在农 闲季节 吃肉的 天数有 所减少 ，但 趋势是 相同的 ：16 世 

纪时 一个月 7_8 天， 17  t 纪时 一个月 10 天。 

[2&I  &  17 世 纪 .每天 的“肉 食”为 63 克 （1/S 斤 0 腌肉或 100 克 （1/5 

斤) 动物 内脏 或鱼。 19 世 纪的肉 食为 250 克 （半 斤） 猪肉 ，即 】7 世纪的 

2.5 — 4 倍 ；；■ 

[2^] 长 工在吃 肉的日 子里吃 125 克猪肉 ，在 不吃 肉的日 子黾吃 125 

克龟 （ 1/4 斤>。 

[
3
0
]
 
 

裉 据方行 的研究 ，17 世 纪以前 ，每 天供酒 1/3 杯。 n 世 纪在农 

忙季节 里给千 重活的 雇工供 酒一杯 ，普 通雇 工半杯 。到 17 世纟 d 末, 雇工能 

得到 L2 两银 子买酒 和柴火 ^ 到 19 世纪末 ，仅酒 钱就 增加到 了一年 1.25 
两 （19%,  

98), 

[

3

1

]

 

 

义据; T 行研 究， 17 — 〖9 世纪 ，在一 个普通 农民家 庭的食 物支出 

中 、油 、肉 、鱼 、盐 .蔬菜 、酒 等副 食品开 
支所占 

比例由 
1/5 上 计到近 

1/3( 按 

不变 价格计 
算）。 这些 支出项 

目合计 
.在 19 世纪 f  一个 ‘ 典型 的”五 

口之家 
— 年要花 

t7 两银子 
U996,93,  

97)。 

[

3

2

]

 

 

根据波 梅兰茨 

即将 出版） 研究， 1750 年中国 人均消 

费梅布 
6— 8 磅 ，而 德国为 

5 磅， 法国为 
8 磅。 参见 卜凯 （Buck,1937,456) 和德 * 弗里斯 

（De  
Vrk^  

1975) 
关于 人均眼 

饰用品 
的比较 

P 

[

3

3

]

 

 

过去 人们汰 为中国 农村生 活水平 低下， 特别是 在长江 下游地 

区， 那 黾的人 
地比例 

、土 地集中 
程度和 

地徂都 
很高。 

一 些学 者认为 
这是对 

农 民的封 
建剥削 

U 益加强 
的结果 

（陈 振汉， 
1955; 

傅筑 
夫和颐 

抒堂， 
1956; 

傅衣凌 
，1991，92,  

95; 徐新 
吾，; 

1991,  
40— 

44， 105 — 106: 
王廷元 

， 1993)。 
另一些 学者认 为,这 是马尔 萨斯或 新马尔 萨斯人 口过刹 的结果 （全 汉升， 

1958: 洪 煥椿， 19S191; 黄宗智 ，1990h 根据黄 宗智更 为明确 的论述 ，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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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 区农村 工业和 商业化 的发展 ，仅 仅是微 观家庭 层面上 劳动力 过剩的 

—个副 产品. 只会加 剧和加 速宏观 社会层 面上的 贫困。 

[34]  因而， 哈勒尔 （Harrell,1995,6) 宣称 ，“ （封建 社会晚 期的） 人口 

体系主 要是由 死亡率 因素而 非生育 率因素 所决定 。” 黄宗智 虽然没 有任何 

直接 的证据 ，但 却同 样强调 了中国 社会经 济体系 中死亡 率的作 用：“ 中国人 

口体 系由死 亡率的 波动， 而不是 像近代 早期欧 洲那样 由生胄 率的波 动所决 

定。 ”（1990,  324) 

[
3
5
]
 
 

回 顾性的 家谱资 料在死 亡记录 1： 存 在的鵂 差尤其 严重。 离编 

籑时间 越久远 ，死亡 时年龄 越小， 被记录 或详细 记录的 可能性 就越小 。这 

对于死 亡时没 有子嗣 的人来 说尤其 如此。 波普 (Pope,  1989) 通过北 美回顾 

性 家谱资 料说明 了根据 这些资 料进行 死亡率 历史分 析的缺 陷， 尤其 是嬰儿 

和儿 童死亡 率分析 及编纂 期前一 个世纪 里死亡 率的分 折更是 如此， 

[
3
6
]
 
 

在法国 ，根据 布拉约 （Blayo) 研究 （1975):  1770— 1779 年㈣ ，出 

生 时的乎 均預 期寿命 男性为 28.2 岁， 女性为 29.6 岁； 1 岁时 平均预 期哿命 

男性为 3心6 岁， 女性为 38.5 岁; 5 岁时 平均预 期寿命 男性为 
4&0 岁 ，女性 

为 45.6 岁。 1780-1789 
年间， 出生时 平均预 

期寿命 男性为 27乃 岁， 女性 

为 28」 岁； 1 岁时 平均预 期寿命 男性为 37.6 岁， 女性为 37.1 岁； 5 岁时平 

均预 期寿命 男性为 45. 5 岁， 女性为 44.  3 岁。 而在英 格兰， 根据里 格利和 

斯科 菲尔徳 (Wriglcy  
and  Schofield,  

I 你 1 ) 研究 , 两性出 生时的 平均顸 期寿命 

都要高 
一呰： 1750—1775 

年间为 
兄， 3 岁， 1775-1800 

年间为 
37 岁， 

1800 —卟 25 年间为 41.5 岁5 在瑞典 ，出 生时平 均预期 寿命与 英格兰 相似: 

1751—1790 
年间 男性为 33.7 岁， 女性为 36. 6 岁； 1816— 

1840 年间 男性为 

39.5 岁， 女性为 43.6 岁； 1S40— 
1890 年间 男性为 40 岁出头 ，女 性为 45 岁 

左右 （ Sratbkisk^  
Omrdlbyran>  

1969,  
61 

[

3

7

]

 

 

对这一 结论存 在着一 种重要 的相反 意见。 哈 勒尔和 普勒姆 

i 

(Harrell  and  Pullum)  1995 年 分析了 萧山县 19 世纪后 期三个 回顾性 家谱中 

记录 的男性 死亡率 ，这 三个家 谱分别 编纂于 1888 年 （石 姓）、 1S97 年 （林 杜） 

和 1904 年 （吴 姓)。 他们 的分析 显示出 ：18 世 纪后期 的死亡 率要比 17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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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期高. 〖9 世 纪后期 的死亡 率又比 19 世纪 初期高 （7—10,  146 — 149>。 他 

们的结 论中存 在的问 题涉及 选择性 和代表 性问題 —— 他们 的分析 限于有 

出生 和死亡 日期纪 录的男 性/而 这些男 性中的 许多人 有可能 生活在 更近的 

时 间里。 萧山是 太平天 国起义 的一个 主战场 ，因 而死亡 率较高 & 哈 勒尔和 

普 勒姆自 己也 意识到 丁这些 问题： “每个 家谱中 预期寿 命的下 降如此 明显, 

以致必 须认为 这是一 种假象 。 有 可能在 17 世 纪一个 人被记 录在家 谱中的 

几率与 其寿命 存在着 正相关 关系， （HarrelUnd  Pul] utnf  1995,  148) 

[
3
8
]
 
 

至少对 1 岁 以上的 男性和 女性来 说这是 事实。 
[
3
9
]
 
 

何 (Ho，〖959) 第一 次指出 饥荒的 作用是 极小的 & 威尔、 王国斌 

和 李中淸 （1991) 认为 ,这 至少部 分是由 于国家 福利制 度每年 几乎把 全国粮 

食 供应的 5% 用来调 节粮食 市场， 以维 护穷人 的利益 P 参见 刘蜀永 （1992) 

关 于许多 限制性 影响的 例子。 事实上 ，马 尔萨斯 得出了 相同的 结沦: “中国 

最 具破坏 力的汎 荒的痕 迹据说 很快就 会消失 "U798/1992,  
49；  1826 / 

1986,  323), 最近 ，沃 持金斯 和门肯 （Watkins  
and  Menketu  

1985, 19 郎) 通过 

模拟研 究证明 ，除 非饥荒 发生非 常频繁 （每 50 或不到 50 年发生 一次以 

上 K 即使是 严重的 饥荒也 不是抑 制人口 增长的 原因。 他们 的结论 是广应 

该用正 常的高 死亡率 的原因 ，而 非不正 常的死 亡高峰 ，来解 释人口 的低增 

长 或人口 停滞， （1981  170) 参见 门肯和 康文林 
（Menken  

and  Campbell, 

1992) 最近 对他们 的模拟 模型的 改进。 

[

4

0

]

 

 

关干 1958 —  L961 年饥荒 原因与 后果的 分析， 参见阿 什顿等 

{ Ashton,  
1984), 

伯 恩斯坦 
（Bernstdn,  

19S4), 
彭希哲 

(Peng  
Xizhe,  

1987) 
和杨 

大力 （Ya[tg  
Dali  

L.A996), 
[41J  19 世纪 最严重 的饥荒 发生在 1876— 1879 年间。 严重 的旱灾 

(连 续三年 无雨） 肆虐 于华北 ，包 括陕西 、山西 、直隶 （今 河北） 、河南 以及山 

东部分 地区。 由此 因饥饿 、疾 病或暴 力导致 的死亡 人数达 900—1300 万。 

据曾于 20 年代任 华洋义 載会秘 书长的 沃尔待 ■马 洛里 （Walter  Mallory) 所 

说， "惊 人的死 亡率应 归于通 讯落后 …… 内地 饥 荒的 消息要 经过紋 月后才 

能到达 首都及 港口。 在采取 任何行 动取得 外部援 助之前 ，许 多地方 已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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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人 在死亡 11926,  29)。 1920—1921 年， 在这同 -地区 遘受了 类似的 

气候 条件， 但由于 新建了  6000 英 里的铁 路系统 以及更 好的救 灾组织 ，已知 

的死亡 数不到 50 万。 

[42]  根据 蒋正华 、李 树茁和 孙苜斌 （1993) 研究， 1990 年人口 普査数 

据表明 ，该 年全国 平均预 期寿命 男性为 6S. 4 岁， 女性为 71.7 岁。 

[43]  另见 李中清 、康 文林和 谭国福 （UeXampbdland  Tan,  1992); 李 

中清 、康文 林和王 丰（ Lee、 Campbell  and  Wang,  1993  ); 李中 清和 郭松义 

(1叫4>; 李中清 、王 丰和 康文林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王丰 、李中 

清和 康文林 （Wang、 and  Campbell,  1995) ; 康 文林和 李中清 (Campbell  and 

Leet  19% ) ; 王丰和 杨全合 （ Wang  and  Yang,  1^96) ： 李 中清和 康文林 （ Lee 

and  Campbell,  
199? ) 

[
4
4
]
 
 

这 些比例 来自李 （Lee,  1982a,  1982b) t 并包 括丫 他估算 的农登 

记 人口。 因而 与地图 7,1 中登 记的人 
口数有 差别。 

[45} 尽 管最初 的想法 来自伯 泽鲁普 （6^1*叩,1%5/1996),肛正是珀 

金斯第 -次将 它应用 T 中国 （Perkins,  〖969,  23). 

[

4

6

]

 

 

李伯重 （Lj  Bozhong，】996c> 得出了 与富尔 （Faure,  1989) 相似的 

结论， 并 直接与 
黄宗智 

的意见 
相左。 黄宗智 认为， 

“1350 — 1950 年 6 个世纪 
生机 勃勃的 

商业化 
与城市 

发展， 以及 1950-1980 
年这 30 年 的集体 

化与农 

业现代 化中, 中画发 达的长 江三角 洲地区 --直 是维持 
生存水 

平收益 
的小农 

经济。 只是在 80 年代, 三 角洲农 村地区 
才开始 经历转 

型式的 发展， 农民收 

入大 大超过 
了生存 水平， 

（Huang,  
1990,  

1) 

[

4

7

]

 

 

李怕重 （LiBozbon^lPPS) 特别注 重肥料 的使用 及具体 的作物 

与种 f 的结合 
。 斯 波义信 

<5(1如,199丨） 

则注重 
灌溉。 

见 白鹤文 
、杜 富全和 

闵宗躞 
<1995) 

及 梁家勉 
（19S9) 

对封建 
社会晚 

期农业 
技术的 

评沦。 

[

4

8

]

 

 

这 种政策 基于马 克思主 义的意 识形态 ，叩 妇女在 社会中 的地位 

取决 
于她 

们与生 
产资料 

的关系 
，因 此妇 

女解放 
訧需要 

妇女加 
人劳动 

大军。 

[

4

9

]

 

 

罗斯基 （Rawski,  1979) 提供了  L975 年的两 1、 估计值 ，高 的为 

284 
天， 低的为 

215 
天， 我 们这里 

给出的 
250 

天 是这两 
t 数的 

平均值 
。另 



见 罗斯基 <hwski,  1979,  118>。 施拉恩 （Schran，1969) 对 50 年代初 期每年 

农 民乎均 上 作天 数的估 计甚至 更低， 只有 119 天。 

[50]  根据 罗斯基 （Rawski,1979), 复种 指数由 1952 年的 h  31 上升 

到  1977-1978 年的  1.50, 

[51]  李伯重 （U  1998, 第 S 章) 概 述了其 他学者 的一项 研究， 他们估 

计 19 世 纪末和 20 世纪初 .长江 下游地 区农村 妇女平 均每年 从事棉 纺织手 

工业约 200 天。 见杨联 升 （ Yang  Lien  -  sheng,  1955 ) 关于中 国封建 社会工 

作与休 息的经 典文章 。 

[
5
2
]
 
 

在中 国部分 地区， 每个工 作日而 非每年 的产量 可能确 实下降 

了。 最近 黄宗智 （Hu^ng.1990) 
抓 住这一 可能性 ，认为 长江下 游地区 的经济 

过程 因此是 呈蜾旋 形下降 趋势。 然而， 他的观 点忽略 了一个 重要的 事实： 

虽然每 个工作 H 的产董 可能没 有增加 ，但工 作日数 确实有 了大幅 度增长 

(罗 斯基 Rawski,  
1979,  115)。 其结果 ，每年 的产量 和每年 的收入 都增加 

7% 

[
5
3
]
 
 

西 方的旅 行家们 得出了 相似的 结论。 例如 ，约翰 + 巴罗 （John 

出加叫) 
爵士在 〈中 国游记 >( 伦敦： Caldwdl  

and  Envies,  
U06,572) 

中 写到了 

在 L9 世 纪转折 之际， 长江 下游地 区丝绸 的广泛 使用。 

[54]  51 包世臣 1840 年 〈安 吴四种 ）（26. 3h5a) 对长 江下游 地区奢 

侈品消 费增长 的生动 描述。 根据 斯彭斯 (Spence,  1975,  154),19 世 纪末全 

囯 有鸦片 稳的人 口高迖 10%。 

[

5

5

]

 

 

按热 量和口 味来衡 量都是 如此。 例如 ，尽 管美洲 的农作 物己传 

人中国 
，但 在江南 

地区， 
玉米和 

蕃曹仍 
被视为 

是粗粮 
而不受 

次迎 t 虽然大 
米 必须从 

遥远的 
t 份如湖 

南和四 
川运来 

，因 而价 格昂贵 
，但在 

江南， 
即使是 

贫 穷的农 
民也一 

直吃细 
粮而非 

粗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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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对人 D 的现 实性忡 制种类 极其繁 

多， 包括能 够在任 何程度 上缩短 人类自 

然寿 命的无 论是来 自罪恶 还是不 幸的各 

种因素 …… 所 有不利 于健康 的职业 、艰 

苦的 劳动和 四季暴 露在阳 光下、 极端的 

贫困 、对 孩子照 料不当 、大 械镐、 各祌暴 

行 、一系 列常见 的疾 病和流 行病、 战争、 

溫疫 和饥荒 等等。 

—— 马尔萨 斯<人 c? 原 ?1>(  1803/1992,  16)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对 马尔萨 斯来说 ，被他 称作现 实性抑 制的死 亡是人 口增长 

最原 始的抑 制力。 与通 过道德 抑制实 现的预 防性抑 制不同 ，现 

实性 抑制通 过马尔 萨斯所 称的" 不幸” （自然 力量） 和“ 罪恶” （人 

为 因素） 来起 作用。 道德抑 制是纯 主观选 择性的 ，是 理性 决策的 

延仲; 而 罪恶只 在某种 程度上 说是意 愿性的 ，不幸 则完全 是非意 

愿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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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荒可 能是“ 首要的 ”现实 性抑制 ，但 马尔萨 斯认为 还有大 
量 控制人 口增长 的中间 抑制。 许多是 非意愿 性的， f 巨也 有一些 

是 出自意 愿性的 罪恶。 在种种 罪恶中 ，首当 其冲的 是溺婴 Jii 

按照马 尔萨斯 的说法 ，溺婴 在许多 非西方 和非现 代西方 社会中 

是很 典型的 ，包 括古希 腊和罗 马世界 、南美 、太平 洋诸岛 、大洋 

洲 、南亚 、东亚 ，尤 其是 中国。 溺婴抑 制人口 增长， 直接地 是缩小 

人 口规模 ，间接 地是通 过性别 选择减 少女性 数量。 [2] 虽 然这种 

行为 对不同 阶层有 所不同 ，但 是它不 仅在穷 人中很 普遍, 而且在 

有些社 会也存 在于富 人中。 [3] 在 这些社 会中， 溺 婴本身 就可以 

控 制人口 增长。 马 尔萨斯 就相应 地描绘 了一神 人口周 期性波 

动 ，当 溺婴“ 流行” 时人口 就减少 ，而当 这种“ 习俗” 得以改 变时人 

口就 复苏。 [4] 当这类 中间抑 制不存 在或不 充分时 ，其余 主要的 

抑制 在较为 “原始 ”的社 会里便 是战争 ，而 在较文 明的国 家里便 

是 饥荒。 [5] 

样 在溺婴 之后的 是疾病 带来的 不幸。 在这儿 ，马尔 萨斯对 

这种现 实性抑 制的认 识十分 复杂。 他对疾 病与贫 困之间 的关系 

尤 其敏感 ，他 区分了 由营养 不良和 由卫生 条件差 导致的 不同疾 

病。 他对诸 如天花 ^ ^ 在较小 程度上 还有鼠 疫——之 类具体 

的疾病 尤为感 兴趣。 [7] 此外 ，他充 分认识 到诸如 与年龄 、阶 级和 

居住地 等相关 的死亡 率的人 口和社 会差异 J8] 居 住地似 乎尤其 

重要。 事实上 ，马尔 萨斯将 现代欧 洲死亡 率的改 善主要 归因于 

城 市卫生 的改善 （ 1803/1992, 43 ;  1826/1986, 315). 

然而 ，尽 管马尔 萨斯对 作为非 意愿不 幸和人 为罪恶 共同作 

用之 结果的 死亡率 进行过 复杂的 分析, 但后来 的死亡 率研究 ，特 

别是死 亡率转 变研究 远不够 细致。 受“人 口增长 在根本 上受食 

物限 制”这 _ 马尔萨 斯最初 命题的 启发， 过去有 关死亡 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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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起初 几乎全 部集中 于死亡 率危机 ，尤其 是与饥 荒相联 系的死 

亡 率危机 的原因 、频率 和后果 。[9] 虽然这 方面的 研究大 部分荒 

m 地集中 于英国 历史， 但 也有一 些主要 著作研 究其他 地方, 
尤其是 南亚和 东亚的 饥荒和 赈灾史 而这些 研究修 正了马 

尔萨 斯早期 的两个 结论: 第一， “真正 的饥荒 ”不像 马尔萨 斯所想 
的那么 频繁。 第二, 即便饥 荒和自 然灾害 如马尔 萨斯所 言的那 

样 发生了 ，它 们对人 口增忟 也只有 较小的 影响。 用马尔 萨斯的 

话说， “恶劣 的气候 、流 行病、 瘟疫和 鼠疫” 可能比 饥荒更 为重要 
{ 1798/1992 ， 43 ; 1 826 / 1986,251)。 

因此 ，最 近的死 匕 率转 变研究 主要致 力于人 类对疾 病的征 

服。 我们现 在认识 到这一 过程分 三个阶 段发生 ： 18 世纪 死亡率 

危机 的减少 ,20 世纪初 公共卫 生改善 和相应 的死亡 率下降 ，以 

及 20 世纪后 期与现 代医药 的发明 和使用 相联系 的死亡 率的普 

適 下降。 我们现 在的认 识是: 死亡率 最近下 降的主 要原因 ，是计 

对具 体疾病 所获得 的成就 的推广 J12] 最重 要的是 ，近来 的研究 

揭示 出：从 19 世纪后 期开姶 的现代 死亡率 的长期 下降， 主要是 

由干首 先在某 些城市 兴起， 然后发 展到全 国范围 的公共 卫生事 

业 

虽然这 些死亡 率研究 大大增 进了我 们对死 亡率下 降的认 

识， 但一个 意想不 到的结 果是， 将马 尔萨斯 对死亡 率的复 杂分析 

降低到 了对一 种日益 简单的 、外 源性的 、主 要是生 物学和 医学现 

象的 研究。 [14] 尽管人 口学家 们认识 到年龄 、阶级 、环境 和性别 

对死亡 率有不 同影响 ，他们 仍然倾 向于认 为死亡 率主要 是外源 

性力量 , 有些类 似于马 尔萨斯 所言的 不幸， 其唯一 不同的 原则主 

要是生 物学的 J15] 直到 最近， 现代人 口学家 才越来 越了解 ，应 

该更 多地关 注个人 而不是 集体对 于死亡 率的反 虽然 用于这 

66 



种分 折的技 木得到 了很好 的发展 但 在历史 人口学 中这种 

分析 的结果 只是刚 刚开始 出现。 [n] 

尽 管马尔 萨斯本 人对过 去尤其 是对非 西方社 会死亡 率给予 

了认真 的关注 ，死亡 率下降 和全球 人口转 变的巨 大重要 性使得 

历史人 口学重 新关注 最近的 历史， 尤其是 西方的 历史。 其 结果， 

死亡 率研究 倾向于 以一种 越来越 现代的 、种 族中心 主义的 、尤其 

是技术 的视角 来审视 过去。 由于人 口学家 们专注 于构造 死亡率 

的精确 指标, 他们 便越来 越少地 关注死 亡率在 过去的 作用， 以及 

死亡率 作为一 种现实 性抑制 在人口 体系中 的作用 

中国 的现实 

保 健文化 与死亡 率控制 

在中国 ，死 亡对 人口的 持殊影 响不是 通过饥 荒或流 行病而 

是通 过个人 的积极 干预实 现的。 饥 荒当然 发生过 ，流行 病显然 

也是 如此。 但这 些危机 所带来 的死亡 率后果 似乎没 有像别 

处那么 严重。 中国历 史上不 同朝代 都建立 了一系 列对付 农业歉 

收 的制度 ，包括 18 和 19 世纪 一种全 国范围 的仓储 制度， 将每年 

全国 粮食供 应量的 5% 用于重 新分配 (Will  and  Wong  with  Lee, 

1991)  o 

大量的 个人努 力补充 了这些 大规模 的集体 事业。 这 神已存 

在 了几千 年的通 过个人 力量控 制死亡 的文化 ，导 致了一 种在不 

同年龄 、阶级 、性 别和 居住地 有很大 差别的 死亡率 模式。 一方 

面， 受过教 育的或 富有的 中国家 庭了解 预防性 技术和 手段， 可以 

运用这 些知识 ，通过 特别关 注个人 卫生和 饮食来 延长所 偏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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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 寿命。 另一 方面， 中国人 可以通 过溺婴 ，特 别是溺 杀女婴 

来结束 生命。 

一种 保护健 康和生 命的悠 久而有 自我意 识的医 疗传统 ，意 

味着在 中国封 建社会 晚期, 患 病和死 亡受制 于主动 的人类 干预。 

事实上 ，现 在所用 的“卫 生”这 一词, 其本意 是指古 代保持 健康的 

个人 措施， 包栝饮 食养生 、气功 和锻炼 也许 最重要 的是一 

种饮食 文化, 它强 调个人 卫生， 诸如要 喝开水 或茶, 不吃 生的食 

物, 经常洗 澡并使 用肥皂 

17 和 18 世纪对 儿童和 童年的 日益 关注， 使一 种婴幼 儿保 

健的) L 科文 化得到 发展和 传播。 根 据最近 熊秉真 (Hsiimg  Ping 

-chen， 1995a,  1995b) 的研究 ，在封 建社会 晚期， 如大量 儿科手 

册 的出版 及其内 容所反 映的， 几童 保健的 质量有 了明显 提高。 

这些 手册提 倡由生 母长时 间哺乳 、注 意产妇 的营养 ，在婴 儿周岁 

以后 开始行 走时慢 慢断奶 ，并且 逐步地 从柔软 、清淡 、易 消化的 

食 品过渡 到更有 营养的 肉类。 

在 1S 世纪 后期, 消灭天 花的新 技术也 为儿童 死亡率 下降作 

出 了很大 贡献。 在这些 进步中 ，也 许最重 要的是 接种天 花疫苗 

的原 姶方法 的逐渐 传播， 这是 儿童死 亡率下 降的主 要原因 .梁其 

姿 (1987) 和 杜家骥 （1994) 最 近再现 了这一 方法。 早在 1687 

年, 康熙皇 帝为皇 室家族 建立了 一个儿 科诊所 ，要 求皇室 家族所 

有 儿童在 一周岁 之后接 种天花 疫苗。 尽管 他的努 力在起 初遭到 

了抵制 ，可 能是因 为有些 接种疫 苗的儿 童后来 死了， 但 是政府 

反复命 令严格 执行使 这种詹 纳之前 的免疫 方法得 以传播 。到 

18 世 纪初， 康熙的 继承者 们将这 种强制 性接种 扩展到 包括所 

有 的八旗 子弟， 因此到 1S 世纪 中叶， 北京的 登记人 口 中一 半以 

上在国 家设立 的诊所 定期接 受疫苗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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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 儿童死 亡率出 现长期 稳定的 下降。 这 一点最 明显地 

反 映在能 够较容 易得到 这些新 技术的 皇室贵 族中。 图 4.1 展示 

了  1700— 1S30 年间 35000 名皇 室家族 生育的 1一4 岁男 孩和女 

孩死亡 概率的 下降。 儿童死 亡率从 400V 下降到 100% 及 以下。 

结果 ，男 性出生 时平均 预期寿 命增加 了一倍 ，从 20 出头 增加到 

接近 40 岁。 1 岁时 的预期 寿命从 25 岁左右 倍增至 40 岁 3 满 

月以 后的女 性的预 期寿命 取得了 类似的 进步。 活 过儿童 期人口 

的比 例相应 地有了 大幅度 上升。 在 18 世 纪的前 25 年中 ，只有 

半数 的儿童 能活过 10 岁， 而到了  18 世 纪最后 25 年中， 有 2/3 

的 女孩和 V4 的男孩 能活到 青春期 。这 种医疗 干预导 致的儿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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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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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700  1720  1740  1760  1780  1800  1820 

■  0 岁 m 出生 队列 

H> 女 娶  — 女夜 

囝 4, 1  北京的 婴儿和 儿貴死 亡率， 罗， 1700-1830 

资料 来席： Lee,  Wang  ̂ nd  t^unpbeiK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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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死亡 率下降 是如此 之大， 以至于 它甚至 超过了 其他长 期存在 

的 死亡率 干预的 影响， 即 同时期 溺杀女 嬰和差 别性歧 视的上 

升。 

溺 要 

长 期存在 的溺婴 习惯使 父母结 束其孩 子的生 命要比 延长他 

们 的生命 更容易 （B.  1981  ；  Lee  and  Campbell ,  1997)0 这一 

作法的 起撅可 以追溯 到几千 年前。 它存 在于穷 人中， 也存在 

于富 人中， 它施行 于女婴 ，也 施行于 男婴, 尽管后 者的程 度要低 

得多。 在某 些地区 ，例 如长江 下游、 长江中 游以及 中国东 南部， 

出生 婴儿有 多达半 数被他 们的家 庭溺杀 在其 他地区 ，比如 

台湾, 溺婴似 乎并不 常见。 这种 积极运 用死亡 的方式 意味着 

生存不 仅由外 部的“ 不幸” 而且由 内部的 决策所 决定。 中 国死亡 
率模式 的高度 差异性 ，不 仅取决 于生物 学因素 ，也 取决于 人为的 

选择。 

在这些 选择中 ，最 明显 和普遍 的是一 种原姶 的对女 儿的歧 

视。 对儿 子的偏 好可以 追溯到 公元前 二三千 年的祖 先崇拜 。父 

系和夫 权制家 庭更加 强了这 一点， 并得到 了一贯 歧视女 性的封 

建 政府, 持别是 晚期封 建政府 的支持 (Bray,  1997)。 只有 儿子才 

能 祭祖， 只有 儿子才 能传宗 接代， 只 有儿子 (极少 例外) 才 能继承 

家 庭财产 （Bernhardt,  1995)。 不 仅夫权 婚姻习 俗要求 女儿出 

嫁， 而且 髙攀型 的婚姻 模式还 要求上 层社会 家庭提 供嫁妆 陪嫁。 

因此 ，女 儿不仅 在文化 上被认 为是卑 微的, 而且多 数家庭 认洵养 

女儿是 一种纯 经济和 感情的 损失。 [25] 

这样 ，中 国的死 亡率模 式就具 有很大 的性别 差异。 图 4.2 

和图 43 比较了 三个欧 洲国家 人口与 中国清 朝皇室 家族人 D 



—— 这是有 最完整 数据的 中国历 史人口 —— 的婴 儿和儿 童死亡 

率。 差 异是惊 人的。 欧洲男 性和女 性在出 生后第 一年里 死亡人 

数大 致相当 ，而 在中国 ，女性 死亡人 数要大 大超过 男性。 虽然这 

些差异 在不同 时间、 地点有 所不同 ，但 差异最 大的是 新生儿 。女 

性新 生儿 死亡率 是男性 的四倍 （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与 此同时 ，死亡 率的这 神巨大 的性别 差异在 1  一 4 岁的 

中国儿 童中继 续存在 ，但 在这 个年龄 组中方 向出现 逆转， 女性 

死亡人 数只及 男性的 一半。 很明显 ，那些 决定用 溺婴来 限制孩 

一 中闲 (消朝 弘宰家 族>  —— 英 W 

瑞典  - 法 搞 

囝 四国的 女婴与 男婴死 亡 率之比 （.Cfc),  1700-1840 

资料 来源： 中国： Lw,WangandCampb^(l9W); 英国： Wrigiey  等（ 1997); 瑞典: 

(Statiscika  OmrabyranM  1955 } ; 法国： Biayo(  197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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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一 中 1B (清 朝兌审 家族） 

—— 蚝 JM 

瑞典 法  S 

图 4,3  四 国的女 竃与男 S 死亡 率之比 Uah  1700  —  1840 

资 料来源 :同图 4.2 

子特别 是限制 女儿数 量的中 国家庭 ，也使 用新的 儿科保 健方法 

来 保护他 们的存 活子女 尤其是 女儿的 健康。 

这种 模式存 在于社 会阶层 的两个 极端。 在 一项对 1700 — 

1840 年间 出生的 清朝皇 室家族 33000 名 成员之 婴儿和 儿童死 

亡率的 研究中 ，我们 发现有 1/10 的 女婴有 可能在 出生后 几天内 

就 被杀死 （Lee、 Wang  and  Campbell  1994)。 图 4, 4 对这 一 时期 

每 十年出 生序列 的女性 围产期 、新 生儿和 婴儿死 亡率进 行了对 

比。 18 世 纪后期 ，随着 皇室俸 禄和津 贴的逐 渐减少 f( 李和 郭, 

1^4,116-133) 某些年 代新生 儿死亡 的比例 增加了  6 倍 ，由 72 



10 岁组出 生队列 

女性 氓产朗  -二， 女性 新生儿 
+  儿 

囹 4.4  北京女 性的围 产期、 新生儿 和婴儿 死亡率 ，丨 700- 1830 

资料 来葱： Lee、 Wang  and  CampbeJ](  1994) 

50V 上升到 300%o。 与 此同时 ，出 生后第 一个月 的婴儿 死亡比 

例从 30% 上升到 90% 以上。 

这 种女婴 在出生 后几个 月不正 常地集 中死亡 ，以及 不正常 

的 高性别 选择性 死亡率 ，表 明皇室 家族成 员实行 了女婴 溺杀。 

事实上 ，在 那些 记录了 确切死 亡日期 （年 、月 和日） 的 婴儿中 

(15249 名男婴 ，而 只有 5949 名 女婴) ，出 生后第 一天的 死亡率 

女婴 （72%o) 是男婴 (7.：5%o) 的 10 倍 出 生后第 一个月 死亡的 

总 体概率 女性是 160, 男性是 45, 由此 我们推 算出这 130 年间出 

生 的皇室 女孩有 1/10 死于 溺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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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溺 杀雀在 fK 中 S 至 更萵。 在一 项依靠 间接方 法对出 

牛于 1774 — 1873 年 间的约 12000 个东北 农民的 研究中 ，李 和康' 
( Lc>e  mid  Campbell,  1997) 估计有 1/5 至 1/4 的女 性死于 故意的 

溺杀 。 农民 通过溺 女婴以 应付经 济条件 的短期 变化。 锒 食价格 

上升 ，食 物数量 减少, 明显引 起男性 死亡率 （大 部分有 登记） 与 

女性 死亡率 （无 登记） 的 上升。 结果 ，男 性死亡 率与粮 食价格 

的 提高成 高度正 相关， 而生 育率尤 其是女 性生育 率与稂 食价格 

上升 成高度 负相关 ，相关 系数根 据粮食 种类的 不同在 0.44 与 

0.  68 之间 （Lee、Campb«lj  and  Tan,  1992)。 尽管 溺婴现 象可能 

不是全 国各地 都同样 流行， 但其他 农村地 区也有 类似的 调査结 

果 （Campbell  and  Lee>  1997)。 

此外 ，在这 些平民 中女性 儿童死 亡率也 偏高。 在辽 宁省农 

村， 1 至 5 岁的 女孩死 亡率比 男孩高 20%, 女 孩死亡 概率为 

316%o, 而男 孩死亡 概率为 266%o(Lee  and  Campbell,  1997t 64 )P 

虽然 女性过 高死亡 率的原 因尚不 明确， 但 对现代 南亚的 研究把 ^ 
儿童 期女性 死亡率 过高归 因于在 营养与 保健方 面对女 儿的歧 

视 也许在 中国东 北也是 如此。 比如， 20 世纪 初一些 人种学 

著作中 记载， 这一地 区女性 通常要 等到所 有男性 包括佣 人与雇 

工吃完 饭后才 能吃饭 

中国 的转变 

这样 一种人 为控制 死亡率 的传统 ，有助 于解释 20 世 纪中国 

死亡 率下降 的史无 前例的 速度及 其不同 寻常的 模式。 中国 人能. 

够 尽快采 用他们 可以得 到的预 防与治 疗技术 ，因 此同样 的卫生 

政 策在中 国要比 在其他 地方更 有效。 :29] 尽管中 国的人 均国民 

生 产总值 (GNP> 属于全 世界最 低国家 之一， 中国 的平均 预期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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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却是最 高国家 之一。 结果 ，中国 的人均 收入还 不及发 达工业 

国 家人均 收入的 1/10, 而他们 的预期 寿命却 与美国 相距不 

远 。[則 

一 方面， 由 于一些 地区采 用了公 共卫生 措施， 从 20 世纪 

初 死亡率 就开始 下降。 人为 干预死 亡率的 传统至 少在某 些城市 

促进了 公共卫 生措施 的早期 实施。 在 北京， 20 世纪 10 到 30 

年代 的公共 卫生努 力对死 亡率下 降产生 了重大 影响， 使 19 世 

纪到 20 世纪 中期两 性合计 5 岁时 的平均 预期寿 命增长 了十多 

岁 （Campbell,  〖997)。 在天 津及其 他城市 也采取 了同样 的公共 

卫 生努力 （Benedict,  1 993 ；  Rogaski,  1996)。 这些 以及其 他城市 

公共 卫 生项 目从根 本上改 变了城 市人口 的死亡 率模式 城市的 

死亡率 在过去 要比农 村高， 但 最迟在 20 世纪 20 年代， 这一模 

式 在一些 城市中 出现了 逆转。 比如， 北京 5 岁男 孩预期 能够比 

农# 同龄男 孩多活 14 年， 5 岁女孩 比农村 同龄女 孩多活 10 

年  J31
] 

在 50 年代, 随着全 国爱国 公共卫 生运动 的开展 ，这 一健康 

转 变加速 发展。 这一 运动之 所以能 成功， 不仅是 因为组 织良好 

的 政府机 构能够 深人农 村基层 ，还 因为中 国的公 共卫生 活动强 

调 简单的 预防性 措施， 而不是 昂贵的 药物治 疗与医 疗设备 

(Sa]aff,  1973; Jamison 等， 1984)。 中国悠 久的积 极预防 的传统 

无疑使 人民更 容易接 受这一 预防性 运动， 并 推动其 发挥效 

用。 [32] 
另一 方面, 封建社 会晚期 以来溺 婴的持 续下降 ，大大 降低了 

婴儿持 别是女 婴的死 亡率。 [33] 溺 婴现象 迅速减 少也在 很大程 

度上解 释了中 国婴儿 死亡率 的下降 ，全国 婴儿死 亡率由 200  %o 

以上 下降到 501 以下 ，在城 市地区 下降到 以下。 随 着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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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普查 的兴起 ，婴 儿死亡 率的这 一下降 可以从 全国水 平上看 

到。 而且， 由这些 资料显 示并概 括在图 4.  5 中的女 性死亡 率偏, 
高 现象的 消失， 反映出 至少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 期以来 ，歧 视溺 

杀女 婴的现 象迅速 下降。 

18、19 世纪 ，据 记载， 部分地 区人口 中男性 过高出 生率为 

20-40  % ，到 20 世 纪初期 ，在 全国这 一比率 下降到 10%o 性别 

比从 1936 年的 114 下降到 1949 年的 109 和 1960 年的 107, 相 

应地， 女性 过高死 亡比例 估计由 1940 年的 15% 以上 下降到 

1950 年的 5%  以下和 70 年代的 2  %  (Coale  and  Banister*  1994, 

464 )0 溺杀与 歧视女 婴现象 减少， 在多大 程度上 是由于 经济与 

5 年出 生期之 第一年 

图 4+5  中国 女性之 偏高死 亡率， 1936-1984 

资 料来想 ：引自 Coak  and  Banister(l 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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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环境 变化的 结果， 在多大 程度上 是由于 封建社 会晚期 以来, 

以儿童 为中心 的价值 观的兴 起造成 的显著 的态度 变化的 结果， 

现 在都还 不清楚 。[34] 

表 4」 中 国男性 不同时 期地点 特定年 齡段预 期寿命 

时 期 (年） 地点 
預期寿 命{ 岁） 

0 岁时 
10 岁时 

20 岁时 

1300 —獅 
安徽 31 38.^ 

32.4 1644—1739 北京 
27.2 36.9 

29,9 

1740—1839 北京 
33.6 

37.2 
29,5 

1792—1867 辽宁 

35, 9_ 

43,2 

36,4 t«40— 1399 

北京 
34,7 

37.8 
32.2 

\9i\6 台湾 27,7 33.5 
— 

mi 
台湾 34,5 

404 
— 

1929-I931b 
全国 

:  34,9 
47 40  +  7 

1929— mv 

全国 
1  24,6 34.2 如 +1 

1929—1933 

北京 
40,9 

52*7 

44+7 

1935—1940 台湾 4M 45.6 

1953—1964 全国 42  +  2 44,3 
36.1 

19C4— 1D82 全国 6K6 57,2 

48 

1973—1()75 全国 63*6 59,5 

50-5 19S1 全国 66.2 
60.4 50.9 

1989—1990 全国 
6S.4 

6M 
51.5 

资 料来葆 ：安徽  1300— 1880;  T>]brd(  1990b); 北京  1644— 1699；  Lee, ampbell 

and  WangU 妗 3): 辽宁  1792- 1867 ； Lee  and  CampbelU  1997); 台濟 ： （Barclay,  1954); 

(1976); 全国  1929— 193 tb：  (  Notestem  and  Chiao,  1937): 全国  1929— 1931c：  Barclay 

等 （1976); 北京  1929— l933;Campbdl< 即将出 版）； 全国  053  — 1964 和  1964— 1982 ; 

Coak(l984); 全国  1973—1975,  1981  ft  1抑9 一  1990; 黄荣清 和刘琰 （1995)。 

a,l 岁时的 M 期寿 命与 6 个 月时的 近似。 实际出 生时的 预期寿 命相应 地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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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选 择性死 亡率的 下降， 加 上枳极 的个人 与集体 卫生措 

施 ，促进 了预期 寿命的 提高。 表 4.1 和 4,2 展示了  1644 — 1990 

年间 ， 一系列 历史与 当代人 口某些 年龄组 分性别 预期寿 命的增 

长。 在历 史上很 长一段 时期里 ，两 性的死 亡率看 来都保 持着相 

对 稳定， 出 生时平 均预期 寿命女 性接近 30 岁， 男性在 35 岁左 

右。 随 着公共 卫生的 开展， 在本世 纪中叶 开始时 这种情 况有了 

表 4  +  2 中 国女性 不同时 期地点 特定年 龄段预 期寿命 

时 期 (年} 
地 点 

預期 寿命哕 1 
0 岁时 10 岁时 

20 岁时 

I300-IS80 安徽 26 35 33.5 

1644—1739 北京 24,6 34,8 

3 化 7 
1792—1867 

辽宁 

29 -
 

36-5 33,6 

19% 台湾 

29 

27.2 

1921 
台湾 ： 3S.6 46,4 

1 

— 

1929— 1931' 
全国 34,6 46 40,1 

1929— 193T 全国 
23,7 

33,9 29,3 

1929— 1«3 北京 351 45,3 
33.8 

1936—1940 台湾 45-7 
50.8 

— 

1953— 1%4 全国 45,6 49,7 
i 

41,2 

1973—1975 全国 
1 

66.3 

■  62.4 

■ 53 

1964—1982 全国 612 59,6 50  +  4 

I9SI 全国 69-1 63-3 

% 

53.8 
1989— 1  刚 全国 71.9 65 55,4 

资 料来源 ：见表 4. 1P  # 
3.1 岁时 的预期 寿命与 6 个月时 的近似 。 实际出 生时的 预期寿 命相应 地要低 

JI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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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 变化。 根据三 次人口 普査 （ 1953, 1964,  L982 年） 资 料编制 

的生 命表显 示了全 国预期 寿命的 上升， 男性由 1953 — 1964 年的 

42.2 岁 上升到 1964—1982 年的 61  +  6 岁 ，女 性则由 45.6 岁增 

长到 63.2 岁 （Coale， 1984, 67)。 到 1980 年 ，男女 合计的 预期寿 

命 达到了  68 岁， 表明从 1949 年以 来每年 预期寿 命增长 1,5 岁， 

这一 增长率 是任何 人口规 模相当 的国家 所不能 比拟的 （Banimer 

and  Preston,  1981,  107  — 108  J Banister,  1987) 

预 期寿命 的增长 部分是 由于性 别选择 性歧视 的减少 及溺婴 

现象 消失的 结果。 然 而要区 分公共 卫生兴 起与溺 婴和歧 视现象 

减少的 相对贡 献是很 困难的 ，因 为两者 几乎同 时发生 。表 4.  3 

展示了  1929— 1931 和 〗973_1975 年间某 些年龄 组死亡 概率的 

下降。 尽 管年长 年龄组 (40 岁及 以上） 的早期 数据值 得怀疑 >但 

我们可 以看到 青壮年 (20_29 岁) 死亡率 下降了  10 — 40%, 中壮 

年 / 30—39) 下降了  15%, 而 婴幼儿 死亡率 下降了  60—75%。 〔如 

由于溺 嬰和歧 视儿童 现象减 少所引 起的婴 儿和儿 童死亡 率的迅 

速下降 ，对 中国人 预期寿 命的增 长起了 巨大的 作用。 

中国目 前已经 完成了 流行病 转变。 现 在的主 要死因 —— 癌 

症 、脑血 管病、 心脏病 —— 与经济 发达国 家相同 ，后 者已 经完成 

了这一 从传染 性疾病 到退行 性疾病 的转变 （荣寿 德和李 广济， 

1986)。 预期寿 命的进 一步延 长要求 向治疗 医学的 转变， 这一过 

程来 得较慢 ，代 价也较 昂贵。 1980 — 1990 年， 两性 合计， 出生时 

的预 期寿命 只增加 了两岁 ，从砧 岁 增加到 70 岁。 马尔 萨斯陷 

阱的 E 力从来 没有过 于紧张 ，而经 济生产 率的增 长保证 了中国 

在 未来， 除了政 治失败 的时候 外决不 会发生 饥荒。 

尽管 如此， 死亡率 的性别 差异在 20 世 纪一直 存在。 持别是 

在一 些贫困 地区. 女 性新生 儿与婴 儿死亡 率高于 全国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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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分 年龄死 亡率的 下降， 1929  — 1931 和 1973-1975 
1 

年龄组 （岁 J 
女性 男性 

L  929— 1931 1973-1975 
下降 ％ 1929-1931 1973-1975 

下降 ％ 
0 154,90 42,79 72.38 161,50 48,93 69,70 

1—4 
104 + 90 36,26 65.43 100,90 35,43 64,tf9 

5-9 27. 5€ 10.51 61.78 29,50 

11,47 
1 

6K  12 

10—14 7.60 
4.32 

43.16 8.10 
5.04 

37,78 

20—24 11.60 7,26 
■ 

37.41 8,30 7.38 11.08 

30-34 1K90 10+37 

12, 86, 

9.20 
_ 1 

9.94 

-S.04 

资料 来源： K29— 193J  年： Notestdn  and  Chiao  Chi  -  ming{  1937) ;  1973— 1975 

年： 黄荣清 和刘琰 （_995t19).」 

注:我 们没有 进行高 年龄组 的比较 .是 因为 1929-1931 年 的成年 死亡率 极低, 

可能 是由于 数据有 问题。 根据 Barclay 等 （1976), 女性 要儿和 儿童的 死亡也 扱可能 

有 漏登。 因此 t 要儿死 亡率的 实际下 降隔度 可能要 比这里 所显示 的要大 

的几倍 （ Lavely、 Mason  and  Lit  1996)。 不过， 在全国 水乎上 ，差 

别死亡 率主要 是儿童 死亡率 ，其 中记 载最好 的例子 是根据 1988 

年 2%>人 口生 育率抽 样调查 所作的 1965-1987 年间女 性儿童 

死亡 率过高 的研究 （Ck>e、Hao  and  Wang,  1995)。 在 1_4 岁的 

儿 童中， 一般 所观察 到的死 亡率模 式是， 男 性死亡 率要比 女性死 

亡率高 10%, 而 中国正 好相反 ，这 一年龄 段的女 性死亡 率比男 

性死 亡率高 10%  JP] 在 高胎次 的儿童 中这一 差异更 加明显 ，达 

到 15%, 尤 其是农 村出生 的儿童 和有哥 哥姐姐 的高胎 次儿童 

中， 差异 竟达到 25% 0 换句 话说， 农村已 经是儿 女双全 的父母 

再生育 的女孩 ，其死 亡率要 比如果 她是男 孩的情 况下高 50% 

{  Choe 、 Hao  and  Wang,  1995 ,61)。 

过去 10 年里， 由于 性别选 择性流 产的广 泛使用 ， 性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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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 行为的 这些差 异甚至 于变得 更大。 1977—1981 年 间登记 

的 出生人 口中， 男 女的性 别比为 108。 到 1 郎 5— 1989 年间, 

这一 比例上 升到了  113， 1990 — 1994 年间上 升到了  115。 [如 

高胎次 性别比 甚至更 加倾斜 ，由 1977 — 1981 年的 110 左右上 

升到  1985—1989 年的  123( Gu  and  Roy  ,  1995)。 这些 数据意 

昧着到 1985 年， 每年 有多达 50 万个女 孩从出 生登记 数量中 

“失 踪”。 尽管 其中有 许多是 未登记 的出生 和或未 报告的 领养, 

但过 高女婴 死亡人 数估计 每年仍 然高达 4. 5 万人 (johanssoru 

Zhao  and  Nygren,  1991  >  J39] 近年 来性别 比 的上升 反映了 

中 国及东 亚曾普 遍存在 过的人 为控制 死亡率 的传统 又死灰 

复燃。 

集 体与个 人策略 

溺婴 与医疗 干预为 中国父 母提供 了两种 强有力 的手段 ，可 

以用 来缩短 与延长 生命。 过 去许多 父母简 单地用 溺婴限 制子女 

的数量 另外一 些父母 则根据 其对子 女数量 与性别 构成的 

偏好， 用溺婴 的办法 除掉他 们最不 想要的 孩子， 又 通过有 偏好的 

喂养 与保健 来增加 最想要 的孩子 的存活 几率。 [41] 其结果 ，中国 

的死 亡率模 式依情 况不同 —— 如出 生顺序 、儿 女性别 、父 母的社 

会 地位等 一 表现出 很大的 差异。 尽管对 当代父 母在作 出遗弃 

或杀 死子女 的决策 时所处 境况的 研究还 很少， [42] 但历 史研究 

已经 表明， 这是 一种根 据社会 与经济 资源, 以及现 有的和 期望的 

子女 数量与 性别状 况作出 的高度 理智的 决策。 

清朝 贵族是 一个记 载尤为 详实的 例子。 [43] 在某 些时期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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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贵 族杀死 女婴的 可能性 是高等 贵族的 两倍， 同 时他们 更可能 

极力 保护他 们剩存 的女) U 其结果 ，出生 于低等 贵族家 的女孩 

在 婴儿时 期比高 等贵族 家的女 儿更可 能死亡 ，但她 们一旦 存活, 

在 儿童时 期死亡 的可能 性要小 得多。 一夫 一妻低 等贵族 家的女 

儿出生 后第一 个月死 亡的可 能性， 比一夫 多妻高 等贵族 家的女 

儿高 2.36 倍， 如果 其父母 是一夫 多妻则 可能高 2+85 倍。 相反, 

如果低 等贵族 的女儿 能活 到第一 个生日 ，那 么她在 5 岁 前死亡 

的可能 性便只 有高等 贵族家 女儿的 1/5。 

虽然 没有类 似的资 料能直 接计箅 平民的 新生儿 死亡率 ，但 

对按性 別登记 的出生 人口的 计算反 映了类 似的有 意识的 计划。 

登记的 出生人 口的性 别比因 出生顺 序与家 庭规模 而有很 大的不 

同。 表 4, 4 展示了  1792—1840 年间 ，辽宁 农村近 一千个 完成了 

生育期 的己婚 夫妇所 登记的 出生人 口的性 别比。 男性对 女性的 

比例随 着已生 子女数 的增加 而增加 ，而随 着完整 的家庭 规模的 

上升而 下降。 这样， 对独生 子女家 庭来说 ，性 別比是 576 个男孩 

比 100 个 女孩。 对有两 个子女 的家庭 ，第一 胎的性 别比是 211 : 

100, 第 二胎是 450: 100。 对 有三个 子女的 家庭， 第一胎 的性别 

比是 156:  ldO, 第二胎 194:100, 第三胎 324:100。 这种 极其不 

正常的 模式对 其他所 有不同 规模的 家庭来 说都是 如此。 这种行 

为 表明父 母对最 初几个 孩子的 性別并 不关心 ，但 生育了  71 个孩 

子后 ，他们 便只允 许男婴 存活。 一 个女孩 的胎次 越接近 于一对 

夫妇的 终身生 育子女 数,她 的父母 就越可 能不让 她活到 出生登 

记时。 [44] 

这一点 对那些 “ 上层” 父 母尤其 如此。 处 于最高 层的人 

在决定 其子女 的性别 构成时 通常更 无情。 在辽宁 农村， 户主 

及其 儿子要 比其他 亲厲有 更多的 孩子， 但 他们的 女儿却 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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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分胎次 和终身 生育子 女数的 性别比 

出 生次序 

终 身生育 子女数 

] 2 3 

- - - 

4 5 及以上 含计 

1 S7(> 
21] 

156 158 88 188 

2 
■ 

450 
294 229 139 

265 

3 
1 
■ 

■ 

324 
278 

149 

240 
■ 

— 一 

1 

1  422 

13H 223 

5 及以 1二 

1 

— -  | 

16： 162 

a  it 576 290 240 246 138 214 

样本数 

_ 
1 

M5 328 
^ ^ _ 1 

1 
428 

_ _ _ _ 1 

401 
1 

599 
_ 1 

1871 

资抖 来痗： Let.  and  L^mpMJ(1997P%).? 

件: :这里 的计算 A 包括 883 对初婚 夫妇在 1&40 年前 所生 子女， 18 ⑽年以 G 的 

出卡人 数包括 在终身 生育了 女数中 h 钽因 ）840 年后女 性登记 减少的 原因而 来包拈 

在性 别比 的计算 中:. 加 果汁算 ft 内的 iil 高 胎次的 性别比 将更为 异常， 

在图 4.6 中， 我们 比较了  18 世纪和 19 世纪 初每个 男性家 庭成员 

的男孩 和女孩 數量。 户主存 活子女 数的性 别比是 大家庭 等级体 

系 中最低 层成员 ——一 代或 两代以 外的侄 子——的 2 倍。 距家 

庭直系 血缘越 近的人 ，其 男孩的 比例就 越大。 离 户主的 关系越 

远, 其 女儿的 比例就 越大。 兄弟 的儿子 是个尤 其明显 的例子 ，他 

们的女 儿甚至 从绝对 数量上 也比户 主多。 可能是 由于传 宗接代 

的需要 ，户主 及其儿 子生育 男性继 承人的 压力要 比其他 已婚男 

人大。 相反 1 那些完 全不可 能取得 户主地 位的侄 子们认 为生育 

女儿更 有利。 换言之 ，婴儿 和儿童 死亡率 的性别 差异是 高攀型 

的 婚姻市 场的基 本边界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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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 / +,  \\  — 儿户   兄沿  — 兒 弟的儿 f  -  9 兒# 

图 4.6 辽宁省 不同家 ® 关系 筲生子 女的性 别比， 1792  -  1840 

资料 来课： Le^nd  CampbdK  1997), 

实 际上， 在 清朝皇 室低等 贵族中 普遍存 在的溺 杀女婴 现象， 

也是 这种婚 姻帘场 的一个 结果。 低等贵 族的女 儿 可以 赚聘礼 

钱 ，而高 等贵族 的女儿 要赔嫁 妆：社 会地位 越高， 嫁妆也 越多。 

结果， 一些 清朝贵 族也懞 清朝的 农民一 样杀死 他们的 女儿， 

持别是 w 性纪 末以来 ，这 样的嫁 妆越來 越难以 承受。 [#] 在下一 

章我们 将看到 ，婚 姻的 要求可 以解释 许多家 庭的计 划生育 决策。 

换句 话说， 溺婴是 一种理 性决策 的结果 .根楦 于一种 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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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观 文化。 中国 的农民 不会把 杀死亲 生子女 看作是 谋杀。 中 

国人在 传统上 并不把 未满一 岁的婴 儿看作 完全的 "人” （弗斯 

Funhl9S7; 熊 1995b). 实际上 ，有 一句很 有名而 且经常 被提到 

的话 ，说 婴儿只 是幼崽 到 “两岁 ”生命 才开始 J 刪因 此中国 

的农 民和贵 族同样 可能把 溺婴看 作是一 种“产 后流产 \[49] 虽 

然这种 行为长 期以来 一直是 非法的 ，但 并不被 认为是 不道德 

的。 [50] 
然而 现在不 同了。 现在溺 婴既是 非法的 ，也 被认为 是不道 

德的 ，而流 产在中 国则既 合法， 又受到 鼓励。 因此中 国人利 

用最近 推广的 B 超 技术来 控制孩 子的数 量和性 别构成 并不值 

得 惊讶。 流产变 得与美 国一样 普遍。 

在中国 父母对 孩子有 终身的 责任。 父 母不仅 要把孩 子养大 

成人 ，还要 终生为 他们操 心^ 女儿 在结婚 后可能 离幵他 (n， 儿子 

则与父 母住在 一起直 到父母 亡故。 父母不 仅必须 为孩子 找到一 

个合适 的配偶 .而且 他们还 得支付 与他们 地位相 称的嫁 妆或聘 

礼， 并且还 要支付 与他们 的婚姻 、职业 、子 女以及 生活相 关的费 
用 P 

虽然父 母都希 望他们 的孩子 能成功 ，并 且在 他们年 老后能 

赡养他 们, 但 这并不 能得到 保证。 生 儿育女 意味着 冒风险 。过 

去, 有一 半的儿 童会在 青春期 或成人 期之前 死亡， 五个孩 子中就 

有一 个可能 会变成 残疾。 I 

这样 一来， 父母 必须仔 细计箅 生儿育 女的风 险在经 济上是 

否明 智或者 需要。 尤其是 女儿花 费更大 —— 特别 是对于 那些需 

要赔嫁 妆的富 裕家庭 或上层 家庭。 甚至于 儿子也 不一定 是一种 

保证 ，而且 是一笔 不小的 投资。 大多数 儿子不 仅需要 娶媳妇 、送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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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礼 ，通 常还需 要其他 投资。 因此儿 子只是 潜在的 生产性 资产。 

考虑到 生育的 需求与 风险， 许多父 母可能 认为风 险大于 收益。 

在当代 中国情 况尤其 是如此 ，因 为随 着生育 率由每 对夫妇 6 个 

孩子 下降到 2 个以下 ，每个 孩子所 需要的 投资也 成倍地 增长。 

结果便 是具有 中国人 口行为 持点的 典型的 性别选 择性死 亡率模 

式:有 中国持 色的“ 生 育率' 

女 性存活 率低也 对婚姻 市场产 生深刻 的影响 (将 在第 5 章 

中 i 寸 论）， 同 时在较 小的程 度上影 响人口 增长率 (将 在第 7 章中 

讨论） 由 于不管 经济地 位如何 ，几 乎所有 女性都 会结婚 ，因 

此, 在封 建社会 晚期, 溺杀女 婴在全 国范围 内使初 婚人数 减少了 

10% 或更多 ，这样 在这两 个世纪 里至少 避免了 几亿入 口出生 ，使 

1900 年 左右中 国的总 人口由 6 亿 降低到 5 亿。 

注释 

[

1

]

 

 

马尔 萨斯特 别强调 溺婴与 疾病是 两个最 重要的 中间性 抑制手 

段 ，他用 
了 许 多章节 

付论 溺婴 问题。 
（ 1826/1986,  

25—26,  
31,  50,  54,56, 

120—122, 
130—131,  

134—135, 
140-141, 

146—147,  
151—152) 

马农 萨斯认 IH 到 ，尽 管溺婴 从严格 意义上 讲是人 1丨 增 长的现 实性抑 

制 ，但 这种刁 俗反而 可能会 刺激人 U 增长 t  “休谟 的观察 是十分 正确的 ，即 

允许溺 婴通常 会引起 - 个国家 人口的 增长。 通过 消除对 家庭人 口 太多的 

恐惧， 它鼓励 了婚姻 ^ (同上 ，51) 

[

2

]

 

 

马 尔萨斯 在描述 塔希提 岛时写 到：“ 根据传 教士报 道的女 性的低 

I 

比例， 我们可 以推断 出有大 量的女 婴被杀 …… 妇 女鲔少 …… 可以很 有效地 

破坏 人口的 根基， （同上 ，54) 

[

3

]

 

 

例如 ，塔希 提岛的 俄里奥 伊人中 ，尽 管“ 所有人 都允许 ”溺婴 ，但 

在 "上层 
阶级中 

更加普 
遇\  

(同上 
，50) 

[

4

]

 

 

因而 ，在塔 希提岛 ，由 …两个 收成不 好的季 节引起 的穷困 ，在那 

S6 



些匣 来经济 条件很 好的拥 挤的人 lj 中发 生作用 ，对 有限的 食物供 给造成 r 

电人的 氐 力 ，在 这样- 神社会 狀态卜 ，溺 婴与 性乱交 现象会 更加流 :行; 在引 

起劳困 的因衰 嵌终消 夫后一 段吋间 内， 那些 导致人 丨〕 减少的 原因会 带着这 

渐增强 的效力 ，以 同样的 方式继 续发生 作用。 情况改 变后习 惯会在 一定稃 

度上逐 浙改变 ，人 「J 不久 C 又恢 复原貌 。” （同 k  ,54-55) 

[
5
]
 
 尽管马 尔萨斯 把战争 列为“ 最显著 最有汀 击力的 "现实 件抑骷 

(㈣上， 153), 何在较 文明的 社会黾 ，•我 们淸楚 ，在丄 业充满 活力继 续发展 
的 坏境 中， 战争并 不能大 量削减 人口， \ 问 上， 149) 他把中 国单列 为 饥荒尤 

其可能 发生的 fh 会。 （同 l:，〖3KU5) 

[
6
]
 
 

在珅度 ，传 染病是 "贫穷 与营养 不良的 结果” （同上 ，121), 而在诸 

如美 洲印第 安人这 样的“ 野蛮” 社会中 ，传染 病的主 要原因 是“极 端无知 、邋 

遢，他 们的荦 棚拥挤 并肮脏 ，（同 上 ,34> 

[

7

]

 

 

关 f 天花见 前引书 ，26— 27,  34,86 — &7,95f  102,  115。 关 于瘟疫 

见 前引书 ，U3_U4fi 
马 尔萨斯 也提到 丫 某驻人 U 的不 知名的 地方病 。例 

如 ，在 土耳 其“传 染病与 地方病 
…… 像瘟疫 样恐怖 。” （同 上， 114) 另见波 

斯湾的 
i 午多 技体例 

子，， （1司上,叫一仍） 

[

8

]

 

 

例如 在讨论 印度时 ，他 区分了 那些对 幼儿造 成“巨 大伤害 "的疾 

病。 (N  h,!21) 

[

9

]

 

 

历史人 U 学家 （例如 Goubert  1960) 最初 的富于 灵感的 研究题 H 

是 存 或农村 
危机'  

这 —主题 
由默夫 

t 特 (Meuvret,1946) 

首 先提出 
c. 

[

1

0

]

 

 

这种 荒谬是 由于马 尔萨斯 费尽心 思想证 明现实 性抑制 在非西 

力 社会更 
重要。 

他认为 
饥 荒在 西方国 

家极为 
罕见。 

一 些文章 
（Walter  

and 

Schofield,'  

1989  
； Schofield  

and  
Reher.  

1991 
; Johansson,  

1994) 
详 细描述  

i" 这 一 

重 要的西 
方社会 

史与人 
II 史 学派。 

[

1

1

]

 

 

森 （Sen,1992) 当 然是最 有名的 ，另见 格里诺 ( Gre^ough,  1982)； 

L+  丰 （ U  Lillian,  
1992 

> ; 麦卡尔 
平 （ McAlpint  

1983 
) ; 威尔 （ WJI,  

1的0) 
; 威尔 

和 王及李 
（Will  

and  Wong  
with  Lee,  1991), 

[

1

2

]

 

 

有 助于我 们珣解 死因结 构的重 要贡献 一 虽 然是更 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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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是  fl  ACVailirO  4 其同事 （Vallin  and  Mersie,  19 肋； Vallin， 19W) 讨法 

闲 死 广. ■率 的研究 ，及涔 雷斯顿 （PreMtm， 1976) 更興 概括性 的比较 分祈。 

[13] 餐见 迕雷斯 顿和范 德沃尔 〈Preston  and  van  de  Walk,  1978), 及 

普雷 断顿和 海恩斯 （Mstoti  and  Haines,  〖991 ) 的 两项专 H 研究， -是 城市菹 

闹， 一足 全围范 闱。 

LI4] 这与 睫修 (SahaW%,  543> 的结论 基本 相同。 斯 科非尔 德与坍 

赫（ Schofield  and  Reher>  1 叫  1 ) .约翰 松 （ Johansson， 1^94  >  及普 雷斯顿 

(Proton,  1996b) 是三份 关于最 近死亡 率研究 领域状 况的考 察报告 ^ '他 

ffi 采 用了不 同的方 法。 

[
1
5
]
 
 

讨 萸国死 亡率下 降更有 条理的 解释见 什莱特 （Szreter,  1988), 伍 

兹 （Woods), 
沃特森 （WaUcrson) 

及伍 德沃德 （Woodward,  
1988/ 1989) I 

[
1
6
]
 
 

最重要 的技术 或许是 事件历 史分析 D 阿利森 （Allisoml984) 和 

山 口 （  Yamaguchi,  ) 是标 准的教 科书。 

[
1
7
]
 
 

早期的 例子如 本特松 （Bengtsson,  1993), 康和李 （ampbel】  and 

I 

Lee,  1996 )  ^ 见本持 松和藤 修（ Bengtsson  and  Saitof 即将 出版） 对 比利时 、中 

国、 意大利 、日本 和瑞典 各国个 人水平 死亡率 的初步 比较。 

[

1

8

]

 

 

弗林 (F〗imu  1981) 是 个主要 的例外 ，坯有 里格利 和斯科 菲尔德 

(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本特松 

、弗 里德利 
泽斯和 

乌尔松 
（ B^ngtsson, 

FridUziu^  
and  Ohlsson 

,  1984} 
及 里格利 

{ Wrigley， 
1997) 

等 o 

[

1

9

]

 

 

中国 传染病 的历史 e 录 很少。 部 分是由 于史料 的性质 ，也 可能 

反映 传染病 
本身很 

少见。 
参见 邓斯坦 

（Dunst 
邮 〗9乃>  

和本尼 
迪克特 

{Benedict,  

1995) 
对 具体传 

染病的 
研究。 

[

2

0

]

 

 

本 世纪初 中国传 统的保 健观念 很流行 ，在 中国通 常指卫 生或老 

年人 的养生 
t 抿据罗 

加斯基 
（Rogaski， 

1996〉 
所说 

，卫 生技术 
增强了 

对不良 
环境影 

响的抵 
抗力， 

因 此构成 
了中国 

人应付 
S 乱等 

传染病 
的基础 

= 

[

2

1

]

 

 

大部 分这类 习俗至 少可以 追* 到公元 1 世纪到 10 世纪 

(Needham,  

1962). 
当 然有一 

些地区 
性差异 

。 中国甫 
方比北 

方洗澡 
更普遍 

e 

甚 至在今 
天还有 

许多黑 
龙江人 

不饮用 
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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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敁节描 巧溺 承女婴 的是 (绅非 f> (319) 中 -段 著名的 话:“ 父母 

之 T 子女也 ，产男 则相贺 ，产 女则 杀之。 此 俱出于 父母 之怀社 ，然 男之受 

贺 ，女子 杀之者 ，虑其 后怦， 计之长 利也， 〈3 〖9 ) 参见陈 （ 1989 ) 和刘 静贞 

(l”4a,  1994b,  1995a,  〖995  b) 对公 元莳和 公元后 1000 年中 国溺婴 现象的 

研究。 伯尼靳 「李 （ Bernice  Lee,  1981 ) 和瓦尔 持 （ Waltner,  1995 ) 探 N"  丫 较近 

时期的 溺耍现 象,吊 管不够 洋细。 

[23]  
在对清 代的考 察中， 冯尔康 （1986) 列出了  27 个县和 7 个省溺 

婴 的历史 i 己载。 溺 婴在长 江下游 看来杧 为普遍 ：安徽 7 县， 浙江 6 县 /U- 苏 

4 县有 记载。 冯还 提到江 西 5 县 ，湖阐 1 县 ，福建 3 县 ，广西 1 呉 （320— 

321), 冯 引用了  1&78 年王 邦玺 （音译 > 给皇 帝的一 篇奏折 ，奏 祈说， 部分由 

丁 •嫁妆 的昂贵 ，闹 死女婴 的现 象在各 t 都流 行, 江西 省尤甚 。 

[
2
4
]
 
 

台 湾的人 Di 己录 相当近 ，直到 1895 年 P 本侵 占才 汗 始, 但没冇 

溺 杀女婴 的迹象 （Barclay,  
1954), 

[

2

5

]

 

 

闽而有 句俗话 说" 嫁出去 的女儿 ，泼出 去的水 '是 一种 无法收 

问的资 
廄：， 

[26J 围产期 死亡丰 与新电 儿死亡 率大致 相同。 然而 围产 期死亡 率 

汀 一F 准确， 大 置在出 中肟第 -个月 死亡 的女儿 （2690 人中: mi 尺） 没 

有记 录死亡 的确切 G 期。 

[

2

7

]

 

 

参阽 迪索 萨和陈 （D1  Souza  and  Lincoln  C.  Chen,  1980)  ；L. 陈 ，咍 

克和 迪索萨 
（Chen、 

Huy  and  D*  Souza,  
1981 )  I  巴蒂亚 

（ Bhatia>  
1983); 

达 斯  +  方 
普塔 Gupta， 

1987) 和巴苏 
（Bttsu， 

1%9)。 
这些研 

究大部 
分都指 

出了食 

物 与保鹄 
方面分 

配不均 
的作用 

t 侃是巴 
苏认为 

，在解 释儿童 
死亡率 

性别差 

距时食 
物分配 

的作用 
被夸大 

r， 在晛 料儿 童方面 
，其 他依性 

别产生 
的差异 

更 加重要 
，尤 其是 父母更 

愿意为 
男孩寻 

求现代 
医疗。 达斯 •古普 塔指出 

，有 

兄狙的 
女 孩所受 

歧视更 
为严重 

4 

[28]  “满族 家庭中 妁女地 位卑微 ，她 们态 度柔順 …… 特别是 进饭顺 

序上扫 女荦傲 的地位 更明显 。 妇女 每天在 吃饭之 前必须 首先恃 候男性 ，+ 

管是 普通的 雇 T: 或佣人 讥足 …… 如果家 庭成员 >1 〈多， 所有 的人就 -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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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  / ( Shiroko^oroff,  1926,  J 26 — 127) 

[29]  当然 ，中_ 不是本 坩纪死 亡率 急剧下 降的唯 -发展 中国家 7 发 

展 中闹家 死亡率 t 遍下降 ，有 ■部 分是 因为经 济增长 ，但主 要还是 50 年代 

和邱年 代开抬 大力推 广新的 医疗％ 公井 卫 生技术 的结果 ( Preston,  19H0)o 

中 闺悚其 他闰家 ■样， UU 门资金 的投入 也有助 于死亡 率下降 (Jamison 

等， 1984)。 屮闽？ Ef: 率 V 降 令人汴 『1 的 点是 ，勺那 些死亡 率下降 的规模 

与 速度最 ~ 名的闺 家如斯 里  ' 卡 、哥斯 达黎加 、古 巴和印 度的可 拉 拉邦相 

比 ，中 闽的 土地面 ⑺:) 人 U 部费大 好几倍 中国 还有点 

~ 众不同 ，在 其死 广 率 卜降的 人部分 吋间中 ，都 是孤立 于围 怀社 佘的。 

[
3
0
]
 
 

中闻女 性尤其 如此。 1990 年女性 出生时 的预期 寿命， 中间是 

71.9 岁 ，而 美闰是 78  S 岁。 （美 国人 n 普査 局， 〖997, 8S) 

[31]  1800 年 左在 ，北 京居民 5 岁 时男性 预期寿 命为利 岁 ，辽 宁农民 

44  ̂   柑反 ，到 192()  男性 5 岁时 预期寿 命北京 居民为 54 岁 ，华 北农民 

40 岁； 女性 5 岁时 浈 期 寿命北 京席民 47 罗 ，华 北农民 37 岁。 （康 文林 ，即 

将 比版） 

[

3

2

]

 

 

罗 加斯基 （Rog&U  19%) 在分析 I860  — 1%〖） 年天 汴币公 井卫 

生时怍 
1 相似的 

论断。 

I33J 伯尼斯 .f:(  1981) 可能是 第一个 H 录民 [f 时期 溺杀女 嬰现象 

逐 渐减少 的人： 但她的 拫据儿 乎完全 是那些 野史。 池 把这种 下降归 因亍妇 

女 劳动力 的变化 :“新 的工厂 需要童 工和女 T 的劳动 ，家 庭工 收中也 在使用 

越 来越多 的女孩 ，-拽 家 庭开始 将女孩 视为经 济財产 ，这一 事实无 疑増加 

了她 们的存 活几 H Bernice  Le^  176) 

[

3

4

]

 

 

虽然没 有人研 究过这 -道德 价值观 的重大 变化， 但 梁其姿 

(1997) 
研究的 

19 世纪中 
国也方 

孤儿院 
以及儿 

童救济 
机构的 

兴建， 
反映了 

人 益甫视 
生命， 

W 而反 
对溺婴 

。 这些饥 
构以 

前并 
不存在 

，是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传 

道士的 
努力使 

国内慈 
善机构 

广布。 

[

3

5

]

 

 

还没 有人根 据死因 、地点 、年 份来 更详细 地分析 这一罡 著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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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青壮年 男女下 降百分 比差距 （男性 10% 和女性 40%  > ，反映 了 

李与康 < Lee  and  Campbell,  1997, 71  —  75) 讨论 的年轻 女性不 同寻常 的高死 
亡率。 

[37]  讨论预 期的男 性死亡 率时， 我们假 定男性 死亡人 数比女 性多， 

因为 当代欠 部分人 口都是 如此。 根据槙 型生命 表水平 20 .这 也是中 国目前 

的死亡 率水平 ， 1—4 岁男 女死亡 率之比 应诙是 1_  13  (模型 生命表 “ 北 区”) 

或 1.15( 模型 生命表 “西区 在 日本观 察到的 比值是 1.1U 中 国第一 

眙的比 值只有 后几 胎比值 0.95, 反 映了女 性死亡 率高出 10—20% 。 

( Choe、 Hao  and  Wang,  1995,59) 

[38J 根据曾 毅等人 （ZengYi 等， 1993), 达到这 种性别 比倾斜 的主要 

方法是 性别选 择性流 产。 在韩国 ，相 似的作 法使得 1992 年 出生人 口的性 

别 比达到 114: 一胎为 106 ， 二胎为 113, 三胎为 196, 四胎为 229。 （Park 

and  Cho,  1995) 

[

3

9

]

 

 

全国 2%o 调 查中把 忟养列 为单独 一项， 约翰松 、赵和 尼格伦 

(Johflnsson^Zhao  

and  Nygr^n,  
1991 ) 据收 养紋据 

估计， 中国收 
养子女 

数近年 

来直 线上升 
，从 70 年代的 

20 万 上升到 
1985 年的 40 万和 1兆7 年后的 

50 

万 0 另 豇  £ 和李 （Wang  
and  Lee,  1998)。 

[

4

0

]

 

 

这 种行为 的-个 明显的 例子来 自朱德 ，新中 国莫基 人之一 ，他 

对美围 
记者阿 

格尼丝 
•史沫 

持莱说 
.他 的母 亲生了  

13 个孩子 
只有六 

男二 

女活 我们穷 
得养+ 

起耶么 
多张喵 

，最 后五个 
孩子出 

生时就 
被溺死 

了， （Smedky， 
195 & 当然在 

这种情 
况下， 

要把死 
亡率控 

制与婚 
内限制 

区 分开来 
实际上 

畏不可 
能的。 

唯一 的例外 
是皇室 

贵族。 

[

4

1

]

 

 

这 与巴苏 (BasU.l9S9) 的观 点相似 ，即 ，在 解择现 代社会 中死亡 

率的 差别时 
，卫生 

保健的 
差别比 

营养的 
作用更 

重要。 

[

4

2

]

 

 

雷伟力 、梅 森和李 （Lavejy,  Mason  and  Leef  19%) 是很少 的持例 

之-。 

[43J 这〜 段概括 了李、 王和康 （Ue、 Wang  and  Camj>bdl*  1994) 的结 

论 ，在 那篇文 聿中， 我们作 了大量 的多变 董回归 计算， 来区分 皇室家 族中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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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庐的 地 f  ji 咕 炳类咐 对 儿 串死 广 率的作 -用。 

: .44] 尔 汴鉍埤 代服 洲社 A , 也布 舞似 的件别 歧视 现象 ..这 使人忠 

列 ， （!: 人邡分 _r 〔刃 耗欠的 h: 会屮 .这种 行为 4 能圮 k  1_|[的 、 达斯 mV n^ H 

(Das  Gupt^iyS?) 指 t 作 卬度 ， 后 儿胎比 的 儿眙歧 视女婴 现象史 叫 1: 

海赫 提和 普雷 斷顿 （ Muhuri  and  Preston,  1991  > 发现 ， 在 AM] 拉国， 新十 女婴 

如果仔 玷姐 ，则 其存 沾几率 会大大 下降。 在东 #: 及 东南 4F  i 午多 M 家和地 

14 ，包 括朝鲟 、台湾 、 #港 、新加 坡在内 ，作 力性 別选 择性流 产 的结农 ，出生 

时的 性别比 不断上 T|、 性别 不平 衡在 后几 眙最明 狀， (Zeng  Yi  ̂ ,1993) 

[
4
5
]
 
 

见 f 、 [ 和康 （ L 汁、 Wang  and  Campbell,  1^4 ) 对 于 溺杀 女婴现 

象按 责族地 位进行 的分析 ，以及 李和郭 （1994) 关 于政府 嫁妆津 贴的论 文。 

[46]  18 世纪 木以前 ，贵 族家庭 女儿的 嫁妆至 少部分 是由政 府负袒 

的 （个: 和郭， 1994h  包 括马尔 萨斯在 内的许 多人， 在不同 的人 口中都 

发现 r 嫁妆 — j 吒 rr 幸的 关系， （K 还 没有人 能够付 这一命 题进行 确切的 M 化 

分析 ，关 于这 。假 设的 i 羊细 i 寸论见 迪克曼 （ Dickeman,  〖975 和 1979)。 

[41] 店代 （公 7L618_907> —部重 要文书 集中， 收录了  623 年 的一则 

诏 H ， 诏书上 说： ■'始 牛为黄 ，网岁 为小， 十六岁 为中， 二十 一为丁 ，六 七为 I 

老/ +(< 唐会要 ）85,  1555) 约 完成于 公元前 2 世纪 、概 述早期 政治制 度与政 

策的 （周 礼) 卜有 这样- 句话 ：“登 民数， 自生 齿以上 ，登干 天府。 ”15 世纪的 

政治家 1£浚 对此 有一 段苦名 的解释 :“人 体在长 牙之前 f 能充 分发育 。男 

孩在 S 个月 时长 出第 -组牙 ，在 S 岁时长 出第二 绗牙。 女孩在 7 个 月时长 

出第 -组牙 ，在 7 岁时 长出第 二组牙 这时 他扪都 必须被 登记在 人口中 。” 

U 尺屮 衍义补 >13.  14) 感谢 刘翠溶 提醒我 们 注意 （唐 会要〉 中的 话。 

148] 这里指 的是中 国人所 说的“ 虚岁'  在中 踔 过去 是按阴 历汁算 

年龄， 不论出 生在哪 t 爿份 ，一个 人出生 落地就 算一岁 ，待 度过 出生 后第一 

个阴 历新年 时便为 两岁。 

[49J 这神 态度在 中閨其 他地区 以及整 1、 东 亚都很 普遍。 拉弟勒 

(UFIeur， 1992) 关于日 本 的讨晚 是最详 尽的。 另见李 和藤修 （Lee  and 

Saiio, 即将 出版） 论中 [I 清 代与日 本德川 时期的 溺要， 以及现 代亚洲 的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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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50]  除了先 天畤形 儿以外 ，甚 至是中 国最早 的法典 都宣布 溺婪非 

法。 参见 中国封 建皇朝 的第一 部法典 .〈秦 律> 的残 存部分 （Hulwv^，1985)。 
另见 1 争 :（K  Lee,  1981) 对后来 法典的 讨论。 

[51]  医 学技术 的这种 发展引 起了对 优生学 的广泛 兴趣。 特 别明显 

的是在 新加坡 .政 府政策 明确鼓 励受过 高等教 育的梢 英结婚 生育。 尽管中 

国没有 这样的 政策， 中国政 府也明 文禁止 克隆人 ，中 国控制 生育的 文化传 

统却鼓 励这类 讨沦。 

[
5
2
]
 
 

患病率 估计数 是根据 18 世 纪辽宁 农村所 报告的 成年男 性患病 

率。 2478 例 危险人 群中有 676 例重病 t 主要 是呼啜 道疾病 （L^  fmd 

C^pbdU1997f77)v 

城市 居民患 病的比 例甚至 可能要 更高。 

[
5
3
]
 
 

罗兹曼 

作了类 似的猜 测：“ 很难对 （人 口） 

增 拉原因 作明确 
的结论 …… 但资 料表明 至少有 

两个因 
素影响 人口增 

长，即 

溺耍 与移民 
然而古 

典经济 
学家认 

为溺婴 
可能有 

相反的 
作用， 可 以通过 

鼓 励结婚 
使人口 

增长。 用 斯密的 
说法是 

(Smith,  
1776/1976,  

口5):" 
在中国 

结 婚受到 鼓励的 
原因不 

是生儿 
育女有 

利可图 
，而是 父母有 

溺杀子 
女的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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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 

中 囿人认 为绾婚 有两个 目的。 第一 

是 为了不 断香火 ，第二 是为了 种族繁 

衍 …… 知果 父亲不 能使所 有的孩 子部结 

婚 ，那 么他会 感到某 种耻辱 和不安 …… 

这些 对 婚姻趦 乎寻常 的鼓勋 ，使 浔这个 

囯 家巨 大的产 量被分 成很小 的份额 ，而 

结果导 致中囯 的人 □与生 存资料 相比, 

要 比世界 上其他 任何国 家都多 …… 对婚 

姻 的鼓励 不仅. 本身增 添了 原本众 多的不 

幸， 而且也 芫全损 害了他 人应该 享有的 

—— 马 尔萨％ 《人  1826/1986, 369)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晚婚， 是马 尔萨斯 称之为 预防性 抑制、 也是其 更加赞 赏的抑 

制人口 増长的 方式。 与通过 罪恶与 不幸来 起作闬 的现实 性抑制 

相比 ，预 防性抑 制主要 是通过 “道德 约束” 起作用 ，即在 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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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 一个家 庭之前 不结婚 的个人 决策。 这 不仅有 利于增 加储蓄 

和降低 贫困； 而且 通过 抑制人 口增长 ，维 持了较 高的劳 动力价 

格, 保证了 普遍的 繁荣。 

同时 马尔萨 斯也认 识到， 预防 性抑制 并不总 是通过 道德约 

束 来起作 用的。 在某些 社会里 ，聘 礼成 为部分 妇女结 婚的障 

碍。 [2] 在其 他一些 社会， 妇女可 以结婚 ，但 与一夫 多妻制 和性乱 

交 相连的 低生育 率阻止 了人口 的增长 J3] 但同时 他也观 察到， 

只有那 些实行 道德抑 制的社 会才能 保持较 高的生 活水准 。因 

此 、他是 第一个 将社会 福利与 晚婚相 联系的 社会理 论家， 并热情 

地倡导 保留这 种传统 习俗。 I4] 虽然 马尔萨 斯意识 到想结 婚的生 

理压 力在年 轻人中 最大， 他仍 认为成 熟的爱 才是更 好的爱 

尽管马 尔萨斯 已经知 道有各 种不同 形式的 婚姻， 知 道婚姻 

市 场因性 别和阶 级而有 所区分 ，但我 们再一 次看到 ，对于 婚姻的 

研究， 允 其是在 过去， -直集 中在通 过晚婚 而达到 的预防 性抑制 

的效果 方面。 人口 学对于 婚姻的 研究也 因此在 很大程 度上集 

中在对 婚姻状 況及婚 龄的计 算及其 技术方 法上。 [7] 除了 最近的 

一些对 于离婚 和再婚 的研究 以外， 很少有 人对婚 姻市场 的性别 

差异 及其对 人口体 系的意 义给予 关注。 [S] 

其 结果， 在中 国这个 结婚被 认为普 遍而且 较早的 国家里 ，人 

口 学家对 婚姻的 研究远 远落后 于对死 亡率的 研究。 这种 对中国 

婚姻 的马尔 萨斯成 见延续 至今。 一方面 t 由于对 子女原 始的和 

政治 的偏好 ，年 轻人被 认为应 该尽早 结婚。 另 一方面 ，由 于中国 

家庭既 普遍又 多变的 特性， 人们期 望年轻 人可以 在不考 虑自身 

的经济 状况下 成婚。 与经典 的西欧 家庭体 系不同 的是, 在西欧 

个人必 须通过 财产继 承或独 立挣钱 来结婚 （HajnaL  1982； 

Macfarlane,l986> ，而 在中国 ，年轻 夫妇可 以从大 家庭中 获得经 

95 



济资源 （Chao,  1986；Tawneyt  1932 )。[9] 尽管 较高的 婴儿和 ）L 童 

死亡率 也许降 低了人 口增长 的速度 t 而婚 姻长期 以来却 一直被 

认为 是推动 中国人 0 增长和 降低人 民生活 水平的 最有力 的发动 
机。 

中国 的现实 

然而 ，过 高的女 婴与女 童死亡 率对封 建社会 晚期及 当代中 

国的婚 姻市场 、婚 姻制 度及婚 姻行为 产生了 许多根 本性的 影响。 

妇女人 数不足 ^ —— 夫多妻 制的实 行及对 妇女再 婚的限 制又加 

剧了这 一状况 一 使得过 去有相 当一部 分， 甚至 今天也 有一些 

中国男 性没能 结婚。 结果造 成了婚 姻市场 上很大 的性别 差异。 

中国 人的婚 姻带有 很强的 高攀目 的性， 至少对 女性来 说是如 

此。 几乎 所有的 新郎， 或是 他们的 家庭, 为 了结婚 都必须 准备一 

份给 新娘的 聘礼。 相形之 下， 很少有 新娘或 是其家 庭要为 婚姻提 

供 嫁妆， 除非 是为了 给其所 嫁女儿 某种特 殊地位 t 或是为 了弥补 

自己过 低或过 高的家 庭地位 。[朗 由于 妇女结 婚的高 攀性, 聘礼对 

于社会 底层的 人更为 重要。 而 嫁妆则 对社会 上层家 庭必不 可少。 

与之相 应的是 f 中国 建立了 多种婚 姻选择 方式, 其中 包括像 

收 继婚和 童养媳 之类的 婚姻的 变形。 而且 ，由于 低生育 率及对 

于父 系继承 的注重 ，中 国人又 创立了 多种" 入赘” 的婚姻 类型。 

和西 方一样 ，中 国在远 古时代 存在过 多神不 同的婚 姻类型 。但 

与西 方不同 的是， 当西 方在基 督教兴 起后， 一夫一 妻制婚 姻迅速 

占 据主导 地位时 (Goody,  1983> ，中国 的婚 姻却依 然保持 着较高 

的多 祥性。 

96 



主婚制 

在中 M, 最&遍 rfiUi 得到 广泛认 可的婚 姻形式 ，可以 称为主 

婚制的 ，是女 ft  V 男件 配偶结 婚并入 住夫家 jiU 主婚制 是现代 

婚 姻的卞 流。 虽 然我们 没有中 国全国 过去的 婚姻统 计资料 ，但 

在历史 人口中 、主婚 制婚姻 的比例 是从很 少到占 绝大多 数不等 

的。 尽管如 此+ 主婚制 的男女 模式却 几乎是 成对称 分布。 

女 性主婚 制:在 中国， 女性结 婚一直 较普遍 ，井且 较早， 男性则 

结婚较 晚, 甚至根 本不结 婚。 因 而女性 婚姻与 马尔萨 斯提出 的中国 

S5,  I  —些国 家的女 性分年 龄未婚 比咧， 1S00 年左右 

资料 来源 :中国 （辽 宁）: 【攻 and  CampbellU997〉 ; 瑞典: hbfoen  aid 【加 ckiixn  (197U) ; 英 

国： 1明5) ;  ■麦: Statens; 挪威: Sraristisk  Senvalbyr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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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 姻模式 吻合， 这与西 欧女性 结婚较 晚甚至 根本不 结婚的 状况形 

成鲜明 对比。 图 5.1 根据年 龄分组 ，比 较了  19 世纪 早期欧 洲与中 

国人口 中女性 不婚的 比例。 在 20 —  24 岁 ，大 部分中 国女性 均已结 

婚, 而绝 大多数 欧洲女 性依然 单身。 到 134 岁 ，中 国女性 几乎已 

没有 人单身 t 而同 年龄的 西方女 性中有 30% 仍 然保持 单身。 

对一 些历史 时期及 当代人 口的平 均初婚 年龄的 分析， 进一 

步印证 了这种 中国女 性的婚 姻模式 3 表 5.1 列出 了这些 发现。 

近至 本世纪 60 年代 以前， 女性 的平均 初婚年 龄一直 保持在 

16 — 19 岁这 样一个 很小的 范围内 。唯一 的例外 是皇室 家族的 

表 5.1 中国 不同时 期和地 区女性 平均初 婚年聆 

时期 (年 1 地 点 平 均年齡 （岁 > 样本置 

1550— 1«50' 
浙 江 17,6/19- 1 1994/ 107S 

]  640—1900 北 京 

20-7 
12942 

1774— 1840" 
辽 宁 1S.3 812 

1929—1931 华 北 17.2 841 

1929—1931 南 18,7 919 

195t>— 1954 全 国 17.5 46233 

1960—1964 全 国 19+1 46233 

1970 全 国 

19.7 

46233 

1982L 

全 国 22,4 2677408 

]  99[>f 

全 国 22-1 327855996 

1 995v 

全 国 22,6 3625S59 

资料 来源： 浙江： mid  PtiHum^l995t  146), 来 自两个 不同的 家峡； 北京： 

I^ee.Wang  and  Ruan (待 出版  > : 辽宁 ： and  CampbelK  1997 ); 华北和 华南： Notestdn 

节 ndOi^o(19：m; 全国  1  奶 0— ]970:Wangand  Yang(i996>; 全国  1  邾 2 3990、 1995: 

据 中国人 0 普査和 _% 全国人 口抽样 调査原 始数据 计算。 

^ 除了北 京的贵 族有女 性出生 和结婚 的日期 记录, 大多数 历史家 潜资料 并不记 

录女 性结婚 的信息 (无 论是嫁 出去的 女儿还 是嫁进 来的媳 妇)。 因此， H^jnal 和 Piilum 

计算 的结果 是间接 估算值 ，是 将枋育 时的年 龄减去 估计的 初育间 4, 6 — 4, 7 年 而得。 

b

,

 

 

结
婚
 年
龄
由
 19-78 岁喊

去
 1.5 岁 而

得
。
 

c

.

 

 

单
身
 
法
平
均
 

婚
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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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 初婚年 龄达到 21 岁 ，这很 可能是 女性婚 姻市场 “高 攀性” 

的结果 (Ue、 Wang  and  Ruan,  1997)。 事 实上, 在 中国， 像 在其他 

地 方一样 ，没 有人想 要娶个 公主， 然而 ，尽管 存在这 种偏见 ，封 

建社 会后期 的中国 女性, 不管其 社会背 景如何 ，结 婚的比 例都比 

西 方女性 更高， 而 且在年 ^ 上也 要早 5_10 年。 

祖自 50 年代起 ，由于 中国的 婚龄出 现上升 ，这 种差 距开始 

逐 步缩小 (Wang  and  Tuma  1993)。 在 1950 年， 虽 然女性 法定的 

婚龄是 18 岁 ，但 女性平 均婚龄 却仅为 17 岁多。 那以后 ，结 婚年 

龄缓 慢上升 ，至 1970 年 达到近 20 岁， 而到 1979 年则 剧升至 23 

岁。 [_2] 这后 一种婚 龄的突 然上升 ，是 国家自 1973 年起实 行计划 

生 育政策 ，倡导 晚婚的 结果。 女 性婚龄 自此不 再推迟 ，保 持一个 

与 西方女 性平均 初婚年 龄相当 的水平 

不 婚妇女 的比例 在过去 300 年里几 乎毫无 变化。 表 5.2 比 

较了有 资料可 用的一 些时期 及地区 成年人 口中到 30 岁 尚未结 

婚 的女性 比例。 尽管 婚龄有 了大幅 度提高 ，这 _ 比例却 几乎没 

有 变化, 显示出 某种“ 慢集聚 "（stalled  convergence) 的 模型。 
尽 管西方 女性在 40 岁时 依然有 15% 保持 单身， 中国女 性却只 

有 1% 的人在 30 岁 时尚未 结婚。 换 句话说 ，中国 女性推 迟了她 

们的 婚姻, 但很少 有人放 弃婚姻 生活。 

随着平 均初婚 年龄的 上升， 婚姻 年龄模 式逐渐 被压向 一个更 

狭 隘的年 龄范围 ，而 不是简 单地后 移至某 个更晚 的年龄 (Wang 

and  Tumat 很 显然， 婚姻 的压力 及其重 要性对 中国女 性及其 

家 庭来说 ，在今 天仍然 像在过 去一样 强烈。 这一点 T 即便 是在女 

性婚 齡显著 上升的 城镇地 区也是 如此。 例如 1990 年, 只有 2.3% 

的 30 岁城 市妇女 是单身 ，远少 于西方 同龄城 市妇女 15% 的不婚 

率 （Hofsten  and  Lundstrom*  1976 J Wang  and  Tuma， 199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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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 不同时 期和地 区女性 30 岁 时的未 婚比例 

时期 

iwn--i7oa 

1741  —  1760 

1774—1^73 

180)  —  )820 

1929—)931 

1929—1931 

1900—1925 

1945—1949 

J955— J95^ 

1982 

1995 

资料来 猓：: it 京 ： I 种、 Wang  (待出 版）； 辽 宁：〗 别挪 1  OmpbdK  IQ97, 

85>; 华北和 华南： Noiesttin  and  Chiao(  I937t  378 ) ；  1900—1959 出生队 列： Wang  and 

TmnaU993); 全国 1%2、I9% 和 I 妁 5: 据中 囤 人 rf 普査和 】 ％ 全闺人 口抽样 调査原 

始数据 计算。 

注 =  1900—1925 ,1945—1949 和  1955— 1959 是出生 队歹匕 

a. 妇女 年齡为 30-34 

男性 主婚制 ：1991 年在 河北保 定城市 居民中 进行的 一项调 

查 表明， 4/5 己婚的 女性和 6/7  5 婚的男 性仍然 认为， 一个女 

性只 有结婚 才能生 活得圆 满幸福 J15] 因而 ，中国 男性对 婚姻制 

度的信 仰至少 与中国 女性一 样深， 远超 过其他 亚洲社 会的男 

性。 [16] 然而， 尽管女 性可以 较早、 较容易 地步入 婚姻， 女性的 

缺乏 及婚姻 所需的 高额支 出却使 许多男 性结不 了婚。 图 5.2 比 

较了  19 世 纪早期 欧洲和 中国人 口中分 年龄的 男性曾 婚比例 9 

虽然 中囯男 性结婚 略早， 但在 所有社 会中， 都有约 20% 的男 

性在 30 岁时仍 然没有 结婚。 即使到 40 — 45 岁， 无论是 中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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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0 40 

45 

+屮 _(辽 宁) 
35 年龄 

瑞典  ——撺成 

图 5. 2  —些 国家的 男性分 年蛉未 婚比例 t  1S0O 年左右 

资 料来痗 ：见囝 5.  k 

是西方 ，仍有 10  — 15% 的男 性是单 身汉。 男性婚 姻模式 明显不 

符 合马尔 萨斯提 出的中 国婚姻 模式。 事实上 ，中 国男性 与西方 

男性相 比并不 具有更 大的婚 姻概率 但是， 中 国男性 的独身 

主要 是由于 女性的 缺乏， 即人口 学家所 称的“ 婚姻挤 压”的 结果， 
而欧 洲男性 不婚却 是由于 要逃避 婚姻。 

确实， 在中 国不论 时间和 池点， 男性 独身似 乎是一 种普遍 

的现象 。表 5.3 比 较了一 些时期 及地区 30 岁和 40 岁男 性的未 

婚 比例。 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 后期， 一 直有约 20% 的 男性未 
Wi 



婚。 唯 一的例 外是清 朝皇室 贵族， 但即 使是他 (n 也保持 着高达 

13% 的单 身率。 这 种男性 单身现 象持续 至今。 在 1995 年， 中 

国 30 岁的男 性有近 8% 仍然 单身， 而同 龄的女 性几乎 都已结 

婚 。甚 至到了 40  .岁， 仍有约 5% 的男 性从未 结过婚 （国 家疣计 

表 5_3 中国不 同时期 和地区 男性未 婚比例 

时期 (年） 
地点 

未播 (％i 
30 岁 40  ̂  

样本置 

1640— mo 北 

京 ■ 

a 

7 

1】(B 

k700— ]724a  1 安 

^9
 

1 

S』2  ! 

1 
■ 1_ 

1750— H74a 
安 

徽 1 ■ 16,1 
— 1949 

| 
177^1  — lS73b  , 

U 
- 
丁 

■ 
1  20,4 
j 

16 3547 

1800— 181 9A 安 徽 12,6 
i 

i  一  , 

2353 

1820— 1ft39a 
安 14, ] ■ 

— 

2567 

1929 — mib 

1 隼 

北 
I  1K5 

7』9 

21S60 

1929— I931h 卜 
南 

1  7.7 

3.^ 

24874 

1900 — 1 败 

i 全 

^9
 

1 

i 
 13,7 

6.8 
6538 

1945—1949^ 

1 全 

国 

12,7  ■ 

6.7 6295 

L955— 1959C 

1 全 

^9
 

!  9,8  ! 
一 

■  S661 

1982 

■全 

■ a 

10,7  1 

6.3 88869 

t99t) 全 

8.3 

5.3 715S677 

1995 B 

77  ! 4P7 

125367 

资料 来潭： 北京： Ue 加 d  Wang (待出 版〉； 安徼： TeUordU994+  936); 辽宁： Lw 

and  Campbell  (1997  > ，是指 20 岁  W  上未婚 的比例 ； 1640— 1900 :  1774_1873, 是指 

30—34 岁和 40—44 岁组； 1929—1931  华北和 华南： NoteMein  川 d  Chiao(1937)； 

1900— 1959 出生 队列： Wang  and  Tuma{  1993) :  1962 , 〗9卯 和  1995: 据 全国人  P  普査 
和 1  % 柚样 谓査原 始数据 计算。 

注： i9((0— 1925  3945— 1949 和  1955—1959 为出 生队列 。 

注：众 所周知 +家 请记录 会低估 单身男 性的数 t, 由子他 fH 没有留 T 后裔 .囡而 

在几 个世纪 以后修 家谱时 .不 大可能 会有人 记得他 们> 

a.  20 岁以上 未婚比 例= 

b.  30-34 岁和 40—44 岁。 

c.  30—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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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1997,412)0 

尽 管如此 ，随着 19 世纪 后期溺 杀女性 现象的 减少， 男性结 

婚 率大大 提高。 从表 5.3 可 以看出 ，到 20 世纪初 >30 岁 男性未 

婚 的比例 约降低 了一半 ，从 20% 减至 10% 左右。 1929—1931 

年所做 的一项 大规模 调查报 告说, 在中 国北方 30-34 岁 的男性 

中有近 12% 是单身 ，而中 国南方 这一比 例为近 8%(Barday 等, 

1976).(13]1988 年 进行的 一项更 大规模 的回顾 性调査 同样发 

现， 1900—1925 年间出 生的男 性人口 ，到 30 岁 时只有 14% 的人 

仍 然独身 ，而到 40 岁还没 有结过 婚的人 就只有 7%  了 （Wang 

and  Tuiml993)。 由于在 20 世纪后 半期， 不婚 男性的 比例持 

续下降 ，并在 21 世纪 有可能 进一步 下降， 因此男 性结婚 比例上 

升的 趋势已 超过一 个世纪 D 

虽然 中国男 性结婚 的比例 与西方 相似, 但从历 史上看 ，中国 

男性结 婚年龄 要更早 一些。 表 5.4 总结了 一些时 期及地 区中国 

男 性人口 的平均 婚龄。 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 ，中 国男性 的平均 

结婚 年龄在 21 岁 左右, 而 西方男 性则在 26 岁 左右， 在有 些国家 

还要 更晚。 然而， 这一 差距在 20 世 纪的后 50 年 里逐渐 缩小， 

因 为这一 时期男 性结婚 年龄与 女性结 婚年龄 一样稳 步上升 。到 

19% 年, 中国男 性平均 结婚年 龄达到 25 岁 ，与西 方大致 相同。 

与中国 女性的 "慢集 聚” 相比， 中国与 西方男 性现在 是以同 比例、 
同年龄 走入婚 姻的。 

然而 >  尽管 男性平 均结婚 年龄只 略高于 女性， 但它 的方差 

却要大 得多。 结 果男女 两性人 口的初 婚年龄 模式相 去甚远 。图 

5. 3 展示了  1900—1925 年 间出生 的男性 和女性 传统的 婚龄模 

式。 对女性 而言， 15 岁以后 的初婚 率稳步 上升， 并在 20 岁左 

右 达到最 高值。 此后， 初婚 率迅速 下降。 对 男性人 口而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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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不同时 期和地 区男性 平均初 婚年龄 

时期 (年} 

1520—1661- 

1550— 1850b 

1700—1900 

1774— I840r 

1929—1931 

1929—1931 

1900— 1925 

1345—194^ 

1982J 

1990d 

ms
4 

安徽 

浙江 
北京 

辽宁 

华北 

华南 

全国 

全 1 

全国 

全国 

全国 

资 料来逋 ：安徽 ：Tdford(  1992): 浙江： Hajnal  and  PuUum(  1界5); 北京： [我、 

Wang  and  Ruan (待 出版 ）； 辽宁： Lee  and  Campbell ( 1997) ； 华北 和华 南： Noresrein  ami 

aiaoH937);  1900— 1925 和  I94S— IW  出生队 列： Wa 叫  and  Tuim(1993); 全国 

1982,1990 和  199S: 中 国国家 统计局 <1987, 1993 和  1997)g 

注 ：1900—〗925 和 1945— 1949 是按出 生时间 确定的 出生队 列，而 车结婚 队列， 

仅 包括到 35 岁已 婚的人 6 

a， 结婚 年龄由 父亲生 育第一 t)L 予时的 年龄推 算, 减去 5 年。 

b. 结嗆年 齡由父 亲生育 第一个 几子时 的年龄 推算. 从初# 年龄 滅去 4. 6 或 4.7 

年， 按婚姻 类型加 以调整 。 

C, 由 记录的 22.3 岁臧去 L5 岁而得 t 

d, 单身法 平均婚 sn 

况完全 不同。 初 婚率在 20 岁左右 达到一 个高峰 (但 只有 女性的 

1/3)， 其后 至少在 下一个 十年， 即从 20 岁至 30 多岁， 保持在 

大体相 同的水 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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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5.  J 中国 〗9(K)_N25 年出生 队列的 男性和 女性婚 龄楔式 

资抖 来源： Wang  and  Tuma{  l9^3)o 

这 种男女 两性在 婚龄上 的差异 ，由于 传统文 化对女 性再婚 

的限制 而进一 步加剧 。表 5.5 再次 综合了 中 国这方 面的信 E。 

像西 方一样 ，中 国男性 再婚比 女性再 婚更为 普遍. 而且这 一比例 

或 多或少 与欧洲 相似。 在 西方， 过 去约有 1/3 的 鳏夫与 1/5 的 

寡妇 再婚。 [叫 在中 国辽宁 的农村 人口中 ，再 婚比例 男性为 1/3, 

女 性仅为 1/10。 或许 是由于 误报的 原因， 这一比 例在社 会上层 

人物中 甚至更 为悬殊 J20] 

这种对 女性再 婚的限 制贯穿 了整个 20 世纪。 即使在 20 世 



表 5.5 中 国不同 时期和 地区的 再播率 

财 期 (年) 

1700—1724 

1750 

)750 

1750-1774 

J75C-17901 

1792— 1867fc 

18W 

1800—1819 

1840—1880 

1906— I945f 

1980d 

I990d 

41 

3S94J 

7166528 

9486869 

资料来 晾： 安微： reHord{  1994)；  1750 江苏 t 广东 和湖南 ： Lin  Ts  P  ui  -  —g 

C  1995b) : 北京： Wang  and  Ruan( 待出 版）； 辽 t  :  L«  and  CampbelK  1997 ) : 台湾： 

Wdf(  19S 1) ; 全国  1 980 1 1990： 冯方回 （ 1996)  ： 

注： 由于除 辽宁外 .没 有史料 区分一 夫多要 制和一 夫一妻 制婚姻 ，某些 再婚是 s 

于一 夫多妻 制丈夫 所多纳 的妻妾 6 

a

.

 

 

基
于
淸
 朝
贵
族
 ，包 括
了
一
 夫
多
妻
 制
婚
迤
 。 

b.  26— 30 岁 丧偶的 男性和 女性在 3 年内 再婚的 比例。 

c

.

 

 

洋
 本规
模
 

指
妇
女
 
人
年
数
 6 

丄 数
字
 

指
两
性
 

合
计
总
 

再
婚
数
 

P 

纪初的 台湾， 虽 然寡妇 再婚要 比其他 中国人 口普遍 得多， 但绝大 

部分寡 妇也并 未再婚 (Wdf,  1981)。^] 在 近年来 的中国 大陆， 女 

性 再婚占 女性婚 姻总数 的比例 不超过 2%。 从整 体来看 ，再婚 

数也明 显低于 西方。 在西方 ，过 去再 婚数约 占总结 婚数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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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现在则 已接近 50% 

此外， 由 于无论 是单身 男性还 是鳏夫 都倾向 于寻找 比自己 

年轻的 新娘， 导 致了配 偶之间 年龄差 异的多 变性。 大多 数夫妇 

都 在大致 相同的 年龄上 结婚， 但某 些再婚 男性比 他们的 妻子年 

龄大 得多， 而 另有少 数男性 则比他 们的妻 子年轻 得多。 对于想 

要再 婚的年 龄较大 的男性 来说， 找一个 20 岁左 右的新 娘是其 

首选， 而不管 他们之 间年龄 差距有 多大。 同样， 对于初 次结婚 

的青 年男子 而言， 找 一个妻 子的愿 望压倒 了对其 年龄的 一切考 

虑。 结果， 鳏夫与 单身汉 们所面 临的婚 姻市场 的约束 同徉， 不 

是那 些与他 们 同龄的 未婚女 子数， 而 是刚刚 成年的 未婚女 

子数 d 

对辽 宁农村 1790 例初婚 的分析 说明了 这种三 “峰” 的男性 

婚龄 模式。 虽然 丈夫的 平均年 齡只比 他们的 妻子大 1  +  S 岁 ，但 

在 配偶之 间仍然 存在较 大的年 龄差异 范围。 决定 这一点 的不是 

结婚 时新娘 的年龄 ，而是 新郎的 年龄。 显然 ，男性 及其家 庭只对 

已成年 的年轻 新娘感 兴趣。 因此, 在儿童 或青少 年之间 几乎不 

存 在婚姻 关系。 那种 认为中 国存在 儿童新 娘的流 行观念 对这一 

辽宁 人口来 说并不 正确。 77 名男 性的妻 子年龄 大于她 们的丈 

夫 ，其中 3/4 的 人比其 丈夫大 4 岁或 4 岁以上 ，而这 77 名男性 

中只有 I 人在 14 岁 时结婚 。有 1300 名 左右的 男性在 15 岁到 

25 岁之间 结婚, 像预料 的那样 ，他 们绝大 部分与 妻子年 龄相当 

或 大一些 ，尽管 其中也 有相当 一部分 仍然比 他们的 妻子年 龄小。 

另有 400 名结 婚较晚 的男性 ，他 们 的妻 子比 他们年 轻很多 J23] 

不 同的婚 姻制度 

虽 然马尔 萨斯对 中国婚 姻普遍 性的假 定尚需 进一步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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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 关于中 国人对 婚姻强 烈需求 的描述 则基本 正确。 他 对婚姻 

动 机的描 述也是 如此。 中 国人期 望通过 婚姻来 传宗接 代与养 

老。 尽 管对婚 姻和子 女的需 求在某 种程度 上在所 有社会 都很普 

遍， 但在中 国尤其 强烈。 人类 种族延 续的期 望可以 追溯到 公元 

前 3000 年 前对祖 先崇拜 的盛行 (Ho,  1975,322—327). 早在公 

元前 1000 年 前的许 多文宇 便清楚 地表达 了对人 类婚姻 和子女 

的需求 ，孟 子著 名的格 言“不 孝有三 ，无后 为大' 也许就 是这种 
信仰最 为直接 的表述 

其结 果是， 中国产 生了多 种不同 的婚姻 形式， 对它们 的研究 

才刚刚 开始。 人类 学家一 般在中 国婚姻 的主婚 制外， 另 分出两 

种 类型。 童养 媳制： 女性在 婴幼儿 时即已 入住男 方家庭 T 在若干 

年后才 结婚； 入赘 制：男 方在结 婚后与 女方及 其家庭 同住。 

除此以 外+最 近的研 究还确 认了社 会上层 存在的 一夫多 妻及穷 

人中的 收继婚 现象。 

一夫 多妻制 ：一夫 多妻制 ，即一 个男性 有一个 以上妻 子的婚 

姻形式 ，在 中国 ，这主 要是一 种社会 上层的 行为。 最极端 的例子 

是清 朝贵族 ，他 们中间 1/3 以上 的人过 着一夫 多妻的 生活。 但 

即使是 其他家 谱中的 上层人 口中, 也只有 10% 的 男性婚 姻是厲 

于一 夫多妻 制的。 [M] 相 比之下 ，对 1S 世纪和 19 世 纪辽宁 4000 

对农民 夫妇的 婚姻分 析发现 ，一 夫多妻 率约为 IV。 而在 20 世 

纪初 的台湾 农民中 ，一 夫多妻 率也只 是略高 一点而 吕。 鉴于农 

民 构成了 中国人 口的绝 大多数 ，中 国男性 婚姻中 的一夫 多妻率 

不大可 能超过 1% 或 2% 

而且 ，近来 对清朝 贵族中 一夫多 妻生育 率的分 析表明 ：至少 

从 夫妻关 系的角 度来说 ，很 多这类 婚姻的 婚姻行 为更像 是连续 

的一夫 一妻制 （Lee  and  Wang, 待出 版）。 无论有 多少个 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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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 多数有 多个妻 子的男 性显然 每次只 能和一 个妻子 睡觉。 换 

言之 ，清朝 贵族的 -夫多 妻制， 部分是 为了弥 补离婚 的困难 。这 

样 ，增加 一个妻 子也只 是使男 性生育 率上升 了一个 孩子。 总体 

而言， 存活到 45 岁 的一夫 一妻制 的贵族 平均有 4.6 个孩子 。而 

存活到 45 岁的一 夫多妻 制的贵 族平均 也只有 6.8 个孩子 。而 

西 方在同 样的情 况下， 一夫一 妻的男 性会有 8 到 10 个孩子 .一 

夫多 妻的男 性则有 15_25 个 孩子。 換句 话说， 中国一 夫一妻 

制 的生育 率只有 西方生 育率的 一半多 ，而 一夫多 妻制的 生育率 

则只有 西方的 1/3。[@ 

一夫 多妻制 的低生 育率水 平非常 显著。 图 5.4 跟踪 了男性 

分年 龄已婚 生育率 * 显示出 ，虽 然一 夫多妻 制生育 率要比 一夫一 

妻制生 育率高 20 — 30%， 但分年 龄生育 率曲线 在男性 35 岁以 

后 才表现 出较大 的差异 ，因 为这时 一夫一 妻制的 生育率 迅速下 

降。 一 夫多妻 制的男 性在近 50 岁 时的生 育率与 一夫一 妻制男 

性在 35 岁左右 的生育 率水平 相同； 他 们在近 60 岁时 ， 依 然和一 

夫 一妻制 男性在 40 多 岁时的 生育率 一样。 一夫 多妻制 的男性 

生育 最后一 个孩子 的平均 年龄是 45 岁 ，要 比一夫 一妻制 的男性 

晚 10 年。 显然， 男性依 赖一夫 多妻制 ，主 要是为 了把他 们的生 

育 期限延 长到中 年将近 结束时 ，而不 是提高 其总体 生育率 。这 

— M 专统 ”中国 多角婚 姻耽于 淫逸的 画面, 在很大 程度上 只不过 

是一个 现代的 、西方 的幻觉 ，具有 讽刺意 味的是 ，这 一幻 觉也逐 

步在中 国找到 了市场 J29] 

童养 媳制： 至少在 穷人中 和至少 在某些 地区， 更为 普遍的 

是童养 媳与收 继婚之 类的“ 次婚制 ”（minor  marriage). 与主婚 
制不同 的是， 这两类 婚姻都 不需要 什么花 费就可 以获得 新娘。 

在童 养媳婚 制中， 一个女 性在儿 童时期 (一般 不超过 10 岁）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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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i4  —夫一 奏制和 一夫多 要制男 性生育 萃的年 龄模式 ，滴朝 皇室家 族. 

1700-1874 

资料 来塬： Wangs  L«  and  CampbeU(  19P5), 

110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年龄汛 
-k  -荽制 

-人 多者制 

被 收养， 并作 为未来 的媳妇 养大成 多数 父母通 常是由 

干经济 原因而 这么做 的：女 方家庭 可以避 免抚养 女儿的 费用； 男 

方则可 以避免 高额聘 礼和婚 礼费用 J31] 还有一 些人认 为这类 

婚姻 是一种 适当的 方式， 可以 保证媳 妇很好 地融于 家庭之 

中  JJ21 
此类 婚姻在 台湾的 一些地 区尤其 普遍， 可以 占到婚 姻总数 

的  1/2(  Wolf  Chieh  -  shan  and  Huang,  Arthur， 1980,  124  — 145  i 

CKuaag  and  Wdf,  1995)。 在 中国大 陆其他 地方， 至少在 封建社 

会后期 也较为 普遍， [33] 尽管文 献显示 20 世纪初 的童养 媳婚姻 

250^ - 



比 例很低 ，这 或许是 由于早 期溺杀 女婴现 象的减 少和新 娘人数 

的 增多。 根据 1930 年进行 的全国 土地利 用调查 , 长江中 游地区 

约有 5—10%, 华 北约有 0.5—1  % 的婚 姻属于 童养媳 ( Wolf  and 

Huang,  1980,329). 虽然这 些比例 很低, 但许多 零星的 资料表 

明, 这神婚 姻类型 在某些 人口中 曾经更 为流行 ，甚 至包括 中国的 

华 北地区 和东北 地区。 

收继 婚:虽 然还不 存在收 继婚的 定量研 究和统 计数据 ，但 

一个 男性从 其某个 已故年 长的亲 属比如 兄长或 父亲那 里收继 

一个 妻子的 例子， 却早在 公元前 1000 年 就有过 i 己载 〈顾 颉刚， 

1982). 尽 管这类 婚姻曾 一再被 禁止， 但它 始终没 有消失 ， t 

其是在 满族、 蒙古 族等非 汉族人 口中， 但在汉 族中也 同样存 

在 （定 宜庄 ，1999)。 而且， 尽管收 继婚和 童养媳 因其逼 迫性的 

婚 姻关系 及对妇 女权利 的剥夺 而在大 陆和台 湾均为 非法， 

S 至少在 穷苦农 民中间 t 此 类婚姻 依然时 有发生 （严 云翔， 

1992)。 

人 赘婚制 ：与童 养媳和 收继婚 相反， 入 赘婚， 即婚 后男到 

女家的 婚姻形 式一直 存在， 在某些 情况下 还有所 上升， 在中 

国 的城市 中允其 如此。 图 5.5 显示了  1991 年分 年龄已 婚女性 

婚后 继续与 自己父 母同住 的比例 v [別 60— 90 年代， 在 农村地 

区， 入 赘婚约 占婚姻 总钗的 5— 8%, 城市 地区则 占到了  7 — 

10% (中国 社会科 学院， 1994)。 虽 然夫妻 双方都 不改变 自己的 

本姓， 但住 在女方 家庭的 女婿要 承担鶫 养和照 頋其姻 亲的责 

任 。㈤ 

总体 而言， 入赞婚 姻或类 入赘婚 姻（ proto  -  uxorilocal 

marriage  ) 的比 例在当 代中国 似乎与 过去是 一致的 ，约占 婚姻总 

数的 5— 10 %。 由 于约有 20 % 的婚 姻不能 生儿子 （ Wri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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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在转 变前体 系的人 口参数 条件下 t 这一比 例表明 约有半 

数 的无子 户招一 个上门 女婿, 另一半 家庭则 可能通 过领养 

— 个儿子 的方式 来达到 目的， 这种招 婿的安 排方式 多样， 从完 

全入住 女方尽 孝到对 男女双 方家庭 均尽孝 不等, 有的甚 至是契 

约规定 的临时 尽孝。 正惊我 们在第 7 章将 要看到 的那样 ，招婿 

与 收养儿 子的形 式同样 繁多。 换句 话说， 婚姻中 的男性 高攀现 

象与女 性高攀 现象是 同时并 存的。 

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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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体与个 人策略 

婚 姻市场 的性别 差异， 女性有 时甚至 是男性 高攀婚 姻的传 

统 ，以及 婚姻类 型的多 样化, 结合在 一起意 味着婚 姻可以 像死亡 

率那 样加以 精确地 区分， 对 男性来 说尤其 如此， 而 且对社 会阶层 

的两 极都是 如此。 在 清朝贵 族及其 他家谱 人口中 ，结婚 概率的 

差异 明显依 社会地 位而定 ，婚 龄也是 如此。 在 18 和 19 世纪 ，上 

层贵 族的儿 子中到 30 — 34 岁 时只有 6% 的 人未婚 ，而下 层贵族 

中 单身的 比例却 是前者 的两倍 ，达到 12%  (Lee,  Wang  and 

Huan, 待出 版)。 同样, 在安徽 t 绅士 阶层的 儿子中 20 岁 以上尚 

未结婚 的只有 5%, 而非 绅士阶 层的儿 子则有 15% 是单身 

(TeIforcU994)JM〗 下层贵 族的儿 子平均 要比上 层贵族 的儿子 

晚两 年幵始 生育。 非绅士 阶层的 儿 子要比 绅士阶 层的儿 子平均 

晚三年 结婚。 

而 在平民 百姓中 ，由于 男性能 结婚的 比例更 小, 婚姻 成为一 

种 更为敏 感的衡 量特权 的标准 （Lee  and  Campbell,  1997)。 能否 

进入婚 姻取决 于家庭 资源的 多少, 家庭资 源则依 家庭地 位和职 

业而 不同。 一个 人的职 业声望 越高， 家庭状 况越好 ，就越 有可能 

结婚。 例如 ，在辽 宁农村 ，大 家庭户 的户主 结婚的 概率要 比其他 

家庭 成员高 75%, 家 族领袖 的结婚 概率比 该族的 其他成 员高三 

倍。 而职业 作为一 个反映 社会中 稳定收 入来源 的标志 ，对 婚姻 

的影响 则更为 重要。 在控制 了个人 年龄及 在家庭 和家族 等级体 

系中 的地位 与作用 之下， 士兵 、村级 官员及 农村工 匠结婚 的概率 

分 别是那 些没有 这类职 业者的 9 倍、 5 倍和 4 倍， 不论 其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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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t 有工 作的男 性总是 比其余 的人更 有可能 结婚。 事 实上, 

士兵及 地方官 员是仅 有的普 遍结婚 的人群 。 所有 36 — 40 岁的 

官员 ，所有 40—50 岁的士 兵均已 成婚。 很显然 ，即 使是 在这些 

辽宁 农村的 村庄中 ，婚姻 也是“ 高攀” 性的。 收入 是男性 吸引力 

显著 的一个 方面. 或许男 性的体 力和权 势亦是 如此。 

男 性婚姻 上的这 种社会 分层在 当代中 国依然 存在。 在 80 

年代初 ，从受 教育和 居住地 状况看 ，未 婚男 性仍然 以那些 社会地 

位较 低和经 济状况 较差者 为主。 在受 过大学 教育的 男性中 ,40 

岁时 不婚比 例仅为 0.5%， 而文盲 或半文 盲农民 的不婚 比例高 

达 15 %  (国家 统计局 ，1987  ,3326—3381). 这种 差异在 80 年代 

随 着经济 和杜会 不平等 的扩大 而略有 上升。 尽 管总人 0 的结婚 

概率 有了较 大提高 ，但 在文盲 半文盲 农业人 口中. 男性在 30 岁 

的 独身比 例却从 25% 上升到 29%,  40 岁 的独身 比例从 〖5% 上 

升到 19%。 在中国 ，每 5 个 40 岁 的农村 男性文 盲中便 有一个 

是独身 (国家 统计局 1993,3：  217,232)。 

与 西方婚 姻制度 日益脆 弱的趋 势不同 ，在本 世纪经 历了两 

次政治 革命及 数不清 的社会 经济变 革后， 中国的 婚姻依 然保持 

强劲的 势头。 [W 对浪 漫爱情 的注重 ，以及 传统的 家长制 家庭的 

臧少、 都促 使夫妻 关系取 代了原 先的“ 亲子” 关系, 成为最 重要的 

感情 纽带。 结果， 找对象 不仅成 为父母 、亲戚 ，而 S 成 为同事 、朋 

友和 其他人 时常挂 心的一 件事。 这 一切都 以一种 时代的 、世界 

性的大 众文化 为背景 ，这种 文化在 台湾已 经形成 ，而 在中 国大陆 

还是新 事物。 

的确， 虽然 不是所 有的中 国人都 控制其 生育或 孩子的 存活， 

但 他们都 为自己 的孩子 ，通常 还为别 人的孩 子操心 婚事。 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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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一降生 ，父母 就开始 关注他 们的儿 子或女 儿未来 的婚事 。这 

种挂 心反过 来又影 响其他 家庭人 口 决策， 包括生 育和抚 养多少 

男孩和 女孩。 

对于 婚姻的 盘算当 然会依 阶层和 性别的 不同而 有差别 。比 

如说女 孩为劳 苦的家 庭挣来 了聘礼 T 而那 些富裕 的家庭 却要为 

此支 出一笔 嫁妆。 家庭越 富有， 嫁妆的 规格就 越高。 由 于中国 

男 性都倾 向于， 而且 经常是 与地位 相当或 低一些 的女性 结婚， 所 

以 女性婚 姻的“ 高攀” 性增强 了提供 嫁妆的 压力。 结果， 在处于 
社会底 层的男 性找不 到伴侣 的同时 ，处干 社会高 层的女 性也为 

寻找对 象费尽 周折。 这也就 是为佧 么皇室 贵族不 得不建 立一种 

称作 “指婚 ”的制 度来解 决他们 嫁女难 的问题 ，这 一制度 把这些 

千 金小姐 指派给 门当户 对的八 旗家庭 的未婚 男青年 （定 宜庄， 

ms), 

对 一个男 孩来说 ，计 划他的 婚姻甚 至更为 复杂。 由 于女性 

长 期稀缺 和用于 竞争婚 姻的经 济资源 的制约 ，父 母不得 不作出 

选择 ，究竞 是为) L 子领 养童养 媳呢, 还是冒 险待其 成人后 再为其 

物色 合适的 对象， 并为此 而存一 笔钱。 当然 ，多 一个存 活的儿 

子， 负 担就重 一份。 那 些决定 不收养 童养媳 的穷苦 家庭， 只能通 

过 入赘和 收继婚 来避免 像主婚 制那样 的高额 支出。 尽管 在较富 

裕的家 庭中, 这两 种婚姻 形式看 来都不 普遍, 但还 是有一 些父母 

确实 在收养 过程中 舍弃了 他们儿 子中的 几个。 那 些运气 不好的 

中 国男性 ，像 他们的 欧洲同 伴那样 ，要 么单身 ，要 么求助 于主婚 

制 以卟的 其他婚 姻形式 。 

对 未来诸 多儿女 婚姻大 事的焦 虑冲淡 了多子 多福的 喜悦。 

因 此毫不 奇怪， 一些 父母发 现为子 女操办 婚事是 如此繁 重的负 

担 ，以至 于他们 为了逃 避这种 未来的 义务， 宁可杀 死或出 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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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孩子。 [<采 取这种 极端措 施所付 出的感 情代价 ，和 / 或婚姻 

本身 的成本 +也〖 午会使 婚姻制 约的代 价更小 一些， 更明智 一些， 

这一 点我们 将在第 6 章® 行讨 论。 

注释 

[1]  “在 桁姻推 迟期间 ，将 超出个 人生活 必需的 所 得部分 进行 储蓄. 

以及培 养清醒 、勤 劳、 F 位 的习惯 ，将 有助于 进入婚 姻契约 而不惧 怕其码 

果。 M 防 性抑制 通过这 神方式 起怍用 … 将会使 提高的 I： 资和劳 动者婚 

前的枳 莆具朽 真实价 值， （马尔 萨斯， 1803/1992,218;  1826/19S6, 475) 

[
2
]
 
 

屮亚地 IK 艽其 如此。 在鞑 靼人中 +  ■■+■■ 由 千父母 将所有 女儿郎 

留 在身边 直到能 出售她 们， 有时 他们的 未婚女 儿在结 婚前就 已变老 …… 无 

力购买 妻子作 为-神 对婚姻 的抑制 ，频 繁地对 努人起 作用， 尤 其是因 为萬 

人中 实行的 •夫 多妻 制使妻 f 的价格 高扬， （1S26/1 
州 6, 抑） 

[

3

]

 

 

因而 ，在 中东及 波斯湾 地区， 据观察 -般 基督教 家庭的 子女数 

要 比流行 
- 夫 多妻制 

的伊斯 
兰教家 

庭的子 
女多。 

这是 一个不 
寻常的 

事实， 

因为 一夫多 
妻制， 从它宇 

致妇女 
分配不 

均来说 
，纣整 

个国家 
的人口  

0 然是 
不 利的； 然而 ，能 够养活 

多个妻 
子的人 

，从 事物发 
展的合 

埋来说 
，理 应比只 

有- 个妻子 
的人生 

育更多 
的孩子 

\  {同 上， 〖13) 马依 萨靳曾 
提到， 在南太 

平洋诸 
岛* 性乱 交是人 

D 增长 的一大 
障碍。 

（同上 
,5i，54) 

[4]  “每 1、 人都 有责任 在他预 期能养 活孩子 之前不 结婚; 但间 时又希 

望他 应该保 持七减 的婚姻 愿望， 以 便他去 努力实 现这种 期望， （1803/ 

1992,  215；  1826/1986,  472) 

[5]  “在 人类的 4 ■:命 中没有 一个阶 段要比 十七八 岁到二 十岁吋 ，本能 

更强 烈地 希望两 性的结 合。 ”（1803/1992, 22〗；  1626/1986,  447) 然而 ，由于 

ft# 期普遍 存在强 烈的爱 的冲动 ，因此 在这一 阶段很 难区分 这种感 情究竞 

是 -种真 情还是 暂时的 激情， （1803/1992,  221；  1826/1986,  477) 因此， 

“如果 不萨婚 的习俗 得以流 行 ，那么 情欲不 会像现 祚这祥 内纵欲 而耗竭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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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暂 时受到 咔抑， 牛在未 来以更 明亮、 电纯 洁和更 肀稳的 火焰 燃烧/ 

( 1803 /  m2t2L9；l826/im,476) 

[6]  这部 分解释 了 由拉 斯利特 （ Uslett,  1977 ) 最早进 行的私 生子研 

究， 私 t  f 现象在 欧洲某 呰时期 曾十分 普遍， 而在研 究中国 人口行 为时则 

相 3 不重要 —— 本占领 T 的台 湾岛 除外。 (Berret,  1980) 

[
7
]
 
 

哈 伊纳尔 1953 年提出 的单身 平均婚 龄便是 这样… 个例子 。见 

弗林 （FKrm,  L%1. 27-31  
前现代 欧洲及 史密斯 （Smith,  1974) 对与 代亚 

洲 的研兒 综述。 

[
8
]
 
 

例如 ，凯林 ( Chcrlm,  1994 ) 及戈德 沙纳德 尔 < Goldscheider ) 和书 特 

(Waite,  1991  )对 当代 美阐人 H， 以及迪 帕奎伊 （D 叩叫 uier) 等 （ 1牝1  > 对 不 

同 W 史人口 的研？ 

[
9
]
 
 

赵 （Chao,  1986) 是 这一马 尔萨斯 逻辑一 个明匣 而突出 的例子 u 

在评论 西方的 婚烟障 碍时， 他写道 (8) :“ 传统的 申国家 庭体系 有相当 不同的 
机能。 一个是 家庭传 宗接代 的动力 …… 第二个 是家庭 感情的 力量, 即个 
家庭对 没有收 入或职 业的家 庭成员 的不可 推卸的 _ 养 义务。 家庭通 常既是 

一 t 为多个 劳动者 提供就 业的经 济实体 t 也是 家庭内 部收入 的分配 单位, 

结果 ，与 自 动调节 器的怍 用相反 ，中 国的 家庭体 系能够 容纳人 U 过剁 。” 

[

1

0

]

 

 

例如 ，在社 会上层 ，嫁 妆的多 少往往 决定妻 子地位 的高低 。妾 

不仅 不陪送 
嫁妆， 而且男 

方通常 
公然以 

商业交 
易的形 

式来购 
买她们 

f 这种 

商 业交易 
是与关 

于新娘 
聘礼的 

交易不 
同的。 

[

1

1

]

 

 

主婚 与次婚 的概念 由阿瑟 + 沃尔夫 （Arthur  WoH) 提出。 参阅 

A. 沃尔 
夫和黄 

（A.  
Wolf  

and  
Huang,  

1980) 
所述 

他对于 
中国尤 

其是台 
湾省的 

主婚 制与次 
婚制的 

讨论。 

[

1

2

]

 

 

尽 管在结 婚年龄 方面没 有明确 的国家 政策， 但 禁止包 办婚姻 

无疑 对早期 
婚龄的 

上升起 
了很大 

作用。 

[133 美国 本世纪 80 年 代末， 妇女 的初婚 年龄中 位数为 23.7 岁。 

(美 国人 口 普査局 ，1997,  105> 

[HJ 如怀特 （Whyte,  199<US4) 所注 意到的 ，这 一模式 “表明 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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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姻习俗 已幵始 朝着较 为现代 的社会 模式方 向转变 ，徂 后来却 1 卡住 

井 没冇维 续朝着 这个方 向 发嵌， 

[153 由 来自密 两根 大学和 北京大 学的社 会学家 所做的 20— 69 岁 G 

婚男女 的调査 ，所 问的问 韜是: “妇女 不结婚 能过充 实而幸 福的生 活吗？ M 

[16]  婚 姻在日 本迠然 不太受 好评。 1994 年全 国工作 和家庭 生诉调 

* 显示， 只有 18% 的曾婚 男性和 26% 的 曾婚女 性同意 “妇女 只有结 婚才能 
过 充实而 幸福的 生活'  有咒 ％的 男性和 49% 的女性 对此不 太确定 。 而 

32% 的 男性和 15% 的女 性则表 示不同 意这一 观点 （津谷 典子 Noriko 
Tsuva, 私人通 信） 

[
1
7
]
 
 

特尔福 德 （ Telford,  1992a) 最早 注意到 屮国利 西欧 男性结 皓概 

率的相 似性。 

[18!  20 世纪初 中国男 性婚姻 前景的 这一改 善并非 是全闰 - 致的。 

在华北 的定县 ，到 1930 年时， 仍有 20% 的男性 是独身 （Gamble,  1954)。 

[

1

9

]

 

 

尽 管不同 人口的 数据因 具体情 况而相 差悬殊 ，但 这些比 例对迪 

帕 奎伊等 
（Dupaquier  

等， 19S1,  
50t  169,  260,  275—277,  

294—295,  
30,  329, 

2  5  9 ) 所讨论 的人 U 来说 似乎 是很典 型的。 

[

2

0

]

 

 

在 一项对 49 个家族 人口的 研究中 ，曾婚 男性有 11. 5% 再婚。 

相 比之下 
，这 49 个家族 

中却旮 
32  t 没有任 

何女性 
再婚的 

记录。 在 有女性 

S 婚记 彔的 17 个家 族中， 
再婚也 

只占所 
有女性 

婚姻的 
0,5 — （刘翠 

溶， m2A：  
48) 

[

2

1

]

 

 

妇女 再婚比 例依她 们丧俏 时的年 龄不冏 而变化 。 在丈 夫去世 

时 年龄在 
24 岁或 以下的 

寡妇中 
，有 56. 5% 再婚。 

那些丈 
夫去世 

时年龄 

30-34 
罗 的寡妇 

，只有 
30. 3 % 再婚。 

(Wolf,  
1981 

1 141) 
[22J 例如， 美国在 本世纪 SO 年 代中期 ,46% 的 婚姻厲 于再婚 。（美 

国人 口 普査 局， 1997,  106) 

[23] 有关男 女婚姻 模式差 异的另 一个更 近的例 子来自 河北省 定县。 

1926 — 1933 年间， 一项对 776 对夫 妇的调 査发现 ，尽管 所有的 女性在 23 岁 

时均己 结婚， 同 年龄的 男性却 H 有 66,  3% 结婚 。 即使在 39 岁 ，也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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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的男性 结婚: 不过 t 己婚男 性中在 非常年 轻时结 婚者的 比例髙 得异乎 

4 常 —— 14 岁结婚 的约有 1/6, 而在 17 岁 之前达 到了  47.5%, 几 乎是一 

其结 果是， 70  % 的夫 妇中 ，妻子 的年龄 都要比 丈夫大 。 {  Gamble, 

i954t4I) 

U4]  “不孝 有一: ，无 后 为大， U 盂子 >  1 970 ， 6 . 1 : 127 ) 

[25]  A. 沃尔 夫最早 区分了 这些不 间的婚 烟形式 t 并加 以保入 分析。 

(Wolf  and  Huang,  1980) 

[
2
6
]
 
 

这 -比例 匣然会 由于家 族的不 间而 不间。 安微 桐蛾不 同家族 

的 8295 个 丈夫中 ，7.  5% 有 」个 以上 的妻子 （Telford  
1992a,  27)。 相比而 

言 ，刘翠 溶研究 的另外 5 个家族 的这一 tt 例 ，从湖 北武昌 徐家的 S% 到广今 

香山 麦家的 26%  不等。 (Liu  Ts'ai-jang,  
1995U  105) 

[27  J  最早 公布的 结果是  10%  (  Naquin  and  Rawski,  1987,  108K  这 、 

数字看 来是源 刘翠溶 的著作 ，但 既没 有确定 上层男 性在其 家系中 所吐的 

地位 ，也 没捋 夫 多妻制 与鳏夫 再婚区 分开来 c 

128] 见威尔 必( Wilson,  19«4 ) 对一夫 一妻制 生育率 的研究 。据 比恩 

和 迈尼奧 （Bean  and  Min^ut  i 牝 6) 及比恩 、迈 尼奧与 安德顿 （ Bean、 Mm«iu 

and  Anderton,  1990) 的 研充， 躍 门教派 中…夫 多妻的 男性, 1820 年以前 平均拥 

有 3.9 个 妻子， 1820— 1S39 年为 2,9  1\  1840— 1859 年为 2, 4 个。 在这 IL 个时 

期里 ，每个 妻子平 均生育 儿女数 分别是 6J、7.3 和 7.6 个。 这意 味着每 -个存 

沾到 45 岁的摩 门 教派的 丈 夫 ，在 1S20 年以前 平均有 24,6 个孩子 ，在 IS20- 

1839 年间有 21 ,2 个 孩子， 而在 1840— 1859 年间为 1K2 个。 

[

2

9

]

 

 

有 助干曲 解这种 历史的 ■个 著名 例子是 据苏童 小说拍 的电影 

《大红 
订笼 高高桂 

K 

[

3

0

]

 

 

沃 尔夫对 台湾海 山地区 84S 例童养 媳婚姻 的调査 （Wolf  and 

Huang」980) 

发现 
，童 养媳的 

年龄在 
2 — S 岁之间 

v 而 郭松义 
（即将 

发表） 
对 

于 1736 和 1746 年的 典型案 
例的考 

察发现 
，在 55 例童养 

媳中， 
80% 是在 川 

岁以前 
被收养 

相比之 
下.冯 

尔康 U986) 
从 全国地 

方志中 
仅找出 

i2 个例 

证 ，其 f 均 年龄为 
U 岁， 卽虚岁 

12 岁以上 
（309—310)。 

从某 种程度 
上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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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样岁奴 较大的 萤养媳 H： 较畀遍 （冯的 12 例中有 5 例在 〖4 岁戎 14 岁以 

I: ) ， 1 能 R  f 乂  M ■  — 彳 、避免 主 婚制 所带来 的高额 花 费的偌 U: 

Ull 据 安徽货 绩溪 让 〖9 畎纪 初&志 的记戟 ."穷 人被 迫将女 儿送给 

别 人收拃 ，而这 哗荞女 K 九 成人后 就成 为新娘 /( 引 0  I(V 尔康， 1986,310) 

据 19 讹 纪中期 U: 西宵 鞛州岛 H 志. 人们通 过这种 结婚方 式“以 使农 的求 

庭可以 不必准 备彩 fL, 而 那畔 穷苦 的家庭 也能 避免不 得不衣 死亲身 女儿的 

埔苦 ”： （drt 郛忪义 ，呷 将发 发） 

[32] 沃尔 夫和黄 （WdUnd  Huang,  1980) 认为， 在这种 婚姻早 家庭 

关系的 采说少 r  - 些激情 ，但 却更为 和谐。 

；33] 沃尔 夫和黄 < WoU  and  Huang,  1 9S0 ) 举出 r 许多轶 闻野史 ，说明 

竜养媳 和入 赘婚在 19 世 纪相当 盛行。 (1-15,326—339) 

[
3
4
]
 
 

这两种 啳姻形 式均被 看作是 对女性 的剝夺 ，因 为新 娘很少 或完 

全没有 
选择权 

，而 这是 中国宪 法保证 
授于的 

权利。 见沃尔 夫和黄 （Wdfmd 
Hua^,  

1%0) 
对干台 

湾竜养 
媳现象 

所做的 
研究。 

[

3

5

]

 

 感谢
郭
 忠刚 提供 了这些 资料。 

[

3

6

]

 

 

由 于人们 对父 系和血 缘现念 的改变 ，近年 来对于 姓氏的 确定也 

渐趋 复杂， 
现在甚 

至不需 
要经过 

任何正 
式领养 

程序， 子女便 
可以姓 

母亲的 
姓氏。 

[

3

7

]

 

 

日本 过去入 费婚的 比例要 高得多 —— 在 德川时 期的某 些人口 

中 ，儿 乎达到 
30%。 

（Kurosu  
和 Ochiai,  

1995) 

[

3

8

]

 

 

这些比 闸来自 安敝中 部桐城 县的多 个家族 ，时间 跨度是 1300- 

1850 年。 因此它 
们允 法直接 

和那些 
记录更 

为完备 
的清朝 

贵族的 
数据相 

比较： 

[

3

9

]

 

 

尽管离 婚现象 最近有 上升的 趋势， 中国依 然是离 婚率甭 低的国 

家之一 
。 例如 

，19 即 年 中国的 
粗离婚 

率只有 
0.68知， 

而同期 
美国为 

4.7知， 
英国为 

2.861， 
法国为 

H， 
口本为 

1  +  21, 
新加 

坡为 
0.96%^ 

〈吴 德啬， 
1995) 

[

4

0

]

 

 

沃尔特 (Waltner， 1995) 探讨 了中国 明代和 清代早 期的稱 嬰现象 

与嫁 
妆之间 

的关系 
，并 铪出了  

-系列 
野史的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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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育 

在预防 性抑制 中， 把那 种对 婚姻进 

行限制 t 而 又不用 不正当 的手段 满足情 

欲 的方式 ，称 之为道 德抑制 是适当 

的 …… 性乱交 、非 自 然 的情欲 、婚 前性生 

活 ，以及 ffl 不恰 当的 方法来 掩盖不 iE 当 

性接 触的后 果等， 都可归 之为罪 恶性的 

预防 性抑制 P 

—— 马尔 萨斯 <人 d 原 理 M1&0V1992)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马尔萨 斯认为 ，在 多数社 会里, 婚内性 行为基 本上都 是一致 

的，对 生育控 制的极 少的例 外情况 往往是 贫困导 致的非 意愿性 

的结果 ，尽 管他承 认继发 性不育 在某些 社会比 其他社 会来得 

早 J1] 马尔萨 斯认为 道德抑 制是- 种可行 的选择 ，而婚 姻抑制 

却 不是。 

当代人 U 学家 基本 上接受 了下面 的观点 ，即： 在生育 率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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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几 乎不存 在对婚 内生育 的主动 控制。 而且， 他们同 意情欲 

在 不同社 会中的 任何变 化都只 是时间 性而非 阶段性 问题。 换言 

之 ，夫妇 们每个 月的性 生活频 率可能 会不同 ，但他 们不会 改变一 

年 中进行 性生活 的月数 (或 一个 年代中 进行性 生活的 年数） 。其 

结果， 人口学 家们把 无控制 的已婚 生育率 形式化 为一种 通用模 

式 ，该模 式在曲 线的幅 度上会 有变化  >  而基 本形状 不会变 。这 

样， 他 111 确认 了一种 生育率 的年龄 模式, 并 把它称 作“自 然 ”生育 

率 ，⑵之 所以称 作“自 然的” ，是因 为该模 式与所 观察到 的妇女 

生育 能力的 年龄模 式非常 接近。 年 龄较轻 ，生育 力高时 ，生 育率 

保持 高水平 ，随 着年龄 增大， 受孕的 生理能 力削弱 ，生育 率才会 

随之 下降。 [3] 许多研 究也都 证实， 所 有欧洲 历史人 0 在转 变前 

的 生育率 都是“ 自然的 '从 而验证 了马尔 萨斯的 模型。 (Coale 
and  Watkins,  1986) 

西 方对生 育率转 变过程 的研究 表明. 生育 率转变 便是从 

这种 “自然 生育率 体系向 另一种 被你作 ‘ ‘家 庭限制 ”的、 

有控制 的生育 率年龄 模式的 转变。 [4] 这神 年龄模 式具有 胎次性 

控制的 特征， 即个 人或夫 妇达到 某一期 望的子 女数后 匣停止 

生育。 因而 这种年 龄模式 曲线的 特征是 ， 年轻时 生育率 较高， 

伹是 随着年 龄增长 生育率 很快就 下降。 而且 ，这 种生育 率的胎 

次控制 只有在 避孕、 绝育 和流产 等避孕 技术出 现之后 才有可 

能。[5] 
然而， 这种“ 从自然 生育率 到家庭 限制” 的生育 率转变 模型， 

并 不十分 符合非 西方的 经验， 无论是 历史人 口还是 当代人 口。 

在曰本 和中国 ，如我 们在下 面详细 考察的 t 转变前 的已婚 生育率 

明显低 于欧洲 人口转 变前的 已婚生 育率。 虽然一 系列描 述性的 

人 种学和 历史学 研究记 载了这 些非西 方社会 中存在 生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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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但由于 这些研 究基本 上是非 定量的 ，因此 这些生 育控制 

便被 当作趣 闻轶事 忽略了 ，遗 忘了， 或者被 视为非 意愿性 的因而 

是不 合格的 。 同样, 虽然众 所周知 在一些 当代人 口中大 量应用 

避孕 方法以 延长生 育间隔 ，但 这些生 育体系 仍然被 认为是 “自然 

的 '因 为它们 不使用 避孕方 法终止 生育。 对于一 些非洲 人口来 

说尤其 如此。 [7] 这种 流行的 生育率 转变模 型并不 将调节 生育间 

隔视 为生育 控制的 方式。 

中国 的现实 

低已婚 生育率 

与马尔 萨斯及 其同时 代学者 的观点 相反， 中 国的总 体生育 

率并不 比欧洲 生育率 高多少 ，而 已婚 生育率 却要低 得多。 最近 

的历 史人口 学研究 根据回 顾性的 中国家 谱资料  >  将生育 率指标 

追猢到 了早至 13 世纪。 ⑻根据 17 世纪开 始的清 皇室贵 族的挡 

案和 18 世纪普 通百姓 的户口 登记， 可以 得到更 为准确 的指标 

值。 表 6.1 概 括了从 最早能 够较为 准确的 估算生 育率以 来所有 

的研究 《 总 和已婚 生育率 (TMFR) 是根据 分年龄 的婚内 生育率 

计算的 一个综 合指标 t 表明 如果一 个已婚 妇女遵 守这一 分年龄 

生育率 模式能 够生育 的孩子 总数。 总和 生育率 (TFR) 也 是一个 

综合 性指标 ，表示 的是任 何妇女 的终身 生育率 ，包 话那些 没有结 

婚的 妇女。 平 均说来 ,20 岁结婚 ,其 婚姻状 态一直 保持到 50 岁 

的中国 妇女, 很少有 6 个 以上的 孩子; 而与 她们同 样条件 的欧洲 

妇女 平均有 7.  5  —9 个 孩子。 ( Flinn,  1 兕 1;  Wilson,  1984； 

WHgley  等人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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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中国不 同时期 和地区 的巳婚 生育率 

时期 (年 1 
地 点 

生宵 苹水平 
样 本規播 

TMFR 

' TFR 

1296—1864 湖南 

6-0 
— 267!) 

1462-1864 安傲 6 -  1 
■ 

1654 

1517—1877 

江苏 
5,8 

1784 
1520-1660 m 5.4— 8,2 — 

11804 

17(H)— 1890 
Jt； 京 

5.3 一 

3178 

1774—1873 

nr 
6.3 

刪 一mi 

22 酋 

6.2 
50000 

I ㈣ 

5.8 

300000 

1^55 6.2 300000 

1 96ii 4-1 
3W>mio 

1965 全闺 6.3 300000 

i97i) 全闼 6.2 300((00 

1975 300000 

1980 3.2 2.3 300000 

1^85 全国 2.2 50 刪 ft 

mo 全国 2.3 
70(li)0 

mz 
全固 

— 2.0 一 

资料来 源及注 ：珣南 、安徽 （M62— IS64) 及 江苏： 刘翠溶 （Liu  TV  h  -  jungt 

1 兮 95b， 的 L  TMFR (总和 已婚生 育率） 年齡为 15— 49 岁。 刘 认为实 奸的 TMFR 要 

略 高一些 ，因为 在分母 中的最 年轻年 龄组里 ，井不 是所有 妁 女都己 结婚。 但由子 20 
穸以下 组別的 生育串 非常吒 t 差异 也不可 能很大 。 

$^(1520- 1660)：  Telford (1992b). 样本 规模为 105】 2 名男 性所娶 的妻妾 」 
Telford 发现每 个已婚 妇女 所记录 的平均 生育男 孩数为 2.77 个 ，这意 味着在 假定出 

生性别 比为 105 的条件 T,TMFR 为 5.4& 他认为 考虑到 男婴出 生漏登 ，实际 的 

TMFR 应该高 一些。 1>1『0^<1995)中提出了丁兄「只的一个估计值8.2.他棑除广一 

些 生育率 根低的 记承 ，将 K 余的男 要出生 数上调 f  50%, 而 他对这 一过卑 没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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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v：：WcmgJ^  ^  C9mpMKl9^5,395h  TMFR  的计算 // 法是按 佔叶冷 屮妗 

绍的 L1  ■沿 [LH, 对分半 齡生 育皋进 行调整 j 这有 坷 能高估 I 呩的 TMFRJK] 为在 M 

初的 计评 中/分 kk (乜括 r 牛疗 过至少 个孩了 -的男 性。 结 r 婚但 没有生 荇过 的男 

杜也 就无 人年数 可乂: 另外 .调整 时所使 用的男 性已婚 比例是 m 据分年 龄是否 

过的男 性人数 汁算的 ，因 而相 应地会 低估已 婚男性 的实坏 比倒。 

■Hr：L^  ^nd  CampU'IK  L997,90)o 生育 军的汁 算基干 ti 含 12把6 例个人 1己啟 

柙 3(H)l) 多 例婚姻 的人 U 登记， 这里所 给的是 TMFR, 要高 「 TFR  (注意 ■并 不是 在 

所冇年 齡上昕 有的人 都己结 婚）。 这 一数字 纶过丫  33% 的死 广 率和 ■登 率的 调整、 

22 酋： Barclay 等 （D76J14)。 TMFR 据 15—49 岁! H 女 的分年 龄已婚 生育率 H 

n, 计苒 根据的 项调杳 ，箝盖 r  191 个地区 ■包含 46 ⑻ 0 多个家 庭中的 20 ⑻ 00  t 

中 国农民  >  我 [〖] 所 给的样 本规 模是 50000. 假定每 户的疗 齡妇女 略高于 】。 

全国 ： 10(1—1980 年的来  S  O^learid  Chcn(  1987)；  1950— 19S0 年的  TMFR  是 

根据  Uvely<  1986,432 — 433) 的 20—44 岁妇女 计算的 ； I985— I"2 年的  TFR  来 9 

姚新武 和尹华 （19941 这些 数据主 要根据 一些大 规模的 生育丰 调査。 

这种 低已婚 生育率 是中国 人口体 系最明 显的特 征之一 。图 

6.1 显示了  6 组 东亚和 6 组 西欧历 史人口 分年龄 已婚生 育率的 

差异。 1800 年以前 ，欧 洲的 已婚生 育率要 高得多 ，特别 是在年 

轻 年龄组 ，下降 也更慢 。 不 仅东亚 已婚生 育率的 峰度要 低于欧 

洲， 而且曲 线形状 也存在 根本的 不同。 

低生 育率是 上层社 会婚姻 的特征 ，包括 一夫多 妻制的 婚姻。 

计 算出的 1700  — 1840 年间 清皇室 责族中 一夫一 妻制父 亲的生 

育 率只有 4 至 5. 5。 甚至这 一上层 人口中 ■— 夫多 妻制的 父亲， 

生育率 也只有 6-10 个 孩子， 仅相当 于西方 一夫一 妻制的 男性。 

而 西方一 夫多妻 制男性 所生育 的孩子 数高达 彳5 — 25JW 

20 世纪 初进行 的一些 调查， 报 告了类 似的低 已婚生 育率水 

平。 1930 年 左右一 项覆盖 了中国 大部分 地区的 大规模 调查显 

示， 妇女的 生育率 水平为 5. 5。 这 不仅与 一些更 早的已 婚妇女 

的生育 率极为 一致; 而且 迫使人 口学家 们承认 ，在 这一被 认为是 

自然 生育率 的体系 里生育 率是很 低的。 [1(>] 尽管另 一些 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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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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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 

比刊时 
—— 辽个 

夺‘ 北 A 

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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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5-39 40-44 

斯珙 的纳 维仆 

瑞 f: o-  rl：i^J 

■s—  f  j  外; 

-O-  f 响 

-仓- 安徽 

囝 f>  1  东 3E 和欧 :州― 自然 年龄别 已婚生 宵率， —  nmi 

资枓 来猄： 欧洲 人口：  Hinn(】9Sl);  F1 本： Kito(  )991  ) ;  ；! 宁 ： I  a  and  Qimpbell 

<1997); 江南： 刘翠溶 （1992): 安诹： Tdford(  1992b); 台湾： Wdf(  1985b)。 北京的 

玟 宇焐- 夫一妻 的男性 分年龄 生耷率 ，但 应该大 致接近 r 女性分 年龄生 育率， 

安激和 江南的 数据是 由儿 f 数乘以 ij? 得到。 另外 ，我 们对安 撤、 a 南和 日本 

的数据 [: 调了  20% 以 弥补可 能的 漏登。 

这 种低生 育率水 平提出 了质疑 ，但他 们 提 出的生 育率估 计值也 

没 有多大 的不同 J It 

当 代的人 0 普查和 抽样调 查资料 进一步 证实， 中国 转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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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育率 水平要 低于高 生育率 国家的 水平。 20 世 纪中期 ，尽管 

中国 那时没 有实行 普遍的 避孕， 还 可能出 现过战 后生育 高峰， 

但生 育率水 平一直 较低。 R  1982 年的回 顾性调 查得到 的全国 

总和 生育率 ，在 40 年代末 略低于 5.0,1950 年为 在土 

地 改革和 传统的 家庭集 体计划 生育体 系打破 以后， 生育 率稍有 

回升， 但也很 少超过 6.0 与同 期其他 发展中 国家相 比要低 

得多 

婚姻 内抑制 

中国 的低生 育率是 三神人 口机制 的结果 ：晚生 、早停 以及生 

育间 隔长。 与转 变前的 西方夫 妇相反 ，中 国的夫 妇结婚 后并不 

是马 上开始 生育。 中国人 口 行为的 这一特 征也可 以追溯 到很多 

世 纪前。 根据清 皇室贵 族这一 有最完 整记录 的历史 人口， 1800 

年父 亲的初 婚年龄 (21 岁） 和初 育年龄 (24 岁） 间相差 3 岁 J ⑸ 

对于 其他记 载不太 完整的 中国历 史人口 ，这一 年龄差 甚至更 

大: ,[16] 转变 前欧洲 人口初 婚和初 育的间 隔只有 15 个月左 

右㈣， 而即 使是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初， 中 国初婚 和初育 的间隔 

全国平 均也有 34 个月， 某些农 村人口 更高达 40 个月。 而且 ，不 

同于 欧洲历 史上某 些时间 里普遍 存在的 未婚先 孕和非 婚生育 

(Flinm  1981), 中国几 乎不存 在私生 子现象 

尽管中 国夫妇 较晚开 始生育 ，他 们停 止生育 的时间 却要比 

西方 转变前 的夫妇 早得多 。 例如 ，在 皇室贵 族中， 一夫一 妻制的 

妻子最 后〜次 生育的 平均年 龄只有 33.8 岁 ，一夫 多妻制 的妻子 

为 34」 ^  ( Wang v  Lee  and  Campbell,  1995,  390 )0 农民 妻子停 

止生 育的年 龄也几 乎相同 ：  33.  5 岁 （Lee  and  Campbell,  1997, 

93)。 对比 而言， 历史上 欧洲人 a 最后 一次 生育的 平均年 龄普遍 
ill 



接近 40 岁 (Coale,  1986,11)。 欧洲 母亲从 生育第 一个孩 子到生 

育最后 一个孩 子的生 育全距 平均为 14 年, 而中国 母亲的 生育全 

距平 均只有 11 年。 

这样， 在每 个年龄 上停止 生育的 夫妇的 比例， 中 国要大 # 

大高 干任何 已知的 历史欧 洲人口 （Leridon， 1977,  101- 

102)。 图 6.2 将清 皇室家 族和一 组中国 农民人 口中一 夫一妻 

制夫 妇分年 龄停止 生育的 累计比 例与欧 洲人口 进行了 对比。 

除了  45 岁以上 组外， 中国与 欧洲的 差别非 常大。 到 45 岁时， 

4/5 以 上的中 国夫妇 停止了 生育， 而欧 洲夫妇 只有一 半停止 

生育。 

中 国和欧 洲停止 生育的 年龄模 式有着 根本的 不同。 欧洲人 

口 中有少 数较早 停止生 育者， 然 后是一 个指数 式的增 长槙式 ，在 

35 岁后出 现快速 增长； 中国人 口中有 许多较 早停止 生育者 ，随 

后是一 个数里 逻辑增 长模式 ，表现 为缓慢 减速的 增长。 这些曲 

线清楚 地反映 了两种 不同的 生育率 模式， 它们不 能简单 地通过 

移动 或压缩 来进行 转换。 

此外，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以前， 中国 的生育 间隔要 比欧洲 

长得多 —— 平均 3 年或 更长。 [19] 例如， 在中国 农村， 1944—1946 

年 ，一 胎和二 胎的平 均生育 间隔为 39 个月， 二眙和 三胎为 37 

个月。 1951— 1953 年， 分别为 36 和邡 个月。 1963 — 1965 年， 

分别为 32 和 34 个月。 相反, 转变前 欧洲人 口 的生育 间隔要 

短 20— 40% ， 基 本上在 20—30 个月 之间。 

由 于生育 开始晚 、结 束早、 间隔长 ，过 去一对 中国夫 妇要比 

西方 的已婚 夫妇至 少少生 两三个 孩子。 欧 洲夫妇 在过去 实行道 

德抑制 而很少 婚后生 育控制 ，而 中国 夫妇不 实行道 德抑制 ，但却 

有强大 的婚姻 抑制。 

i2S 



LOO 

0.80  + 

—— p  K  -赵 设族 

欧洲人 f  I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柳 1 1 
i^l  6,2  中国 和欧洲 分年 龄不育 妇女的 比例， 1730-1900 

资料 来源： Wang、 Lee  and  QmpbelK  1995 )o 

健康文 化与生 殖文化 

中 国的婚 姻抑制 来源于 一种更 悠久的 禁欲文 化传统 

(Hshmg， 即将出 版）。 二千 多年前 ，老 子和孟 子就提 倡为了 “心” 

和“ 神”的 发展， 为了“ 养身'  必 须节制 欲望。 [22] 这种心 神与欲 

望的 对立以 及克制 行为的 理念， 自 那以来 便一直 成为中 国哲学 

和宗教 一 包 括道教 、儒 学和佛 教在内 —— 的中 心信条 （Wile, 

麗) 。[川 

性欲是 这类欲 望中最 重要的 一种。 限 制性活 动的必 要性的 

详细 论述可 W 追溯到 公元前 1000 年 (Wile,  1992 >。 中国 人持别 

相信精 子中含 有一种 称作“ 气”的 生命力 要素; 过 多的射 精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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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体虚 因而 ， 为了增 进健康 和延年 益寿， 必须限 制性活 

动。 到 18 世纪 ，在 医学文 献中长 期形成 的共识 认为， 青壮年 

男性的 性交频 率每月 不 能超过 3 次， 中年 人每月 不超过 2 次 ，老 

年人每 月最多 1 次。 [26] 频繁 的性交 可能损 害健康 ，甚至 危及生 

命。 过 去中国 夫妇生 育率低 和生育 间隔长 ，至少 部分是 由于他 

们控 制性交 频率的 能力和 意愿。 

^  -种 不同的 婚姻目 的观也 可以解 释夫妇 限制* 性交频 率从而 

控制生 育率的 能力。 性交频 率在中 国和在 亚洲大 部分地 区一样 

可能相 当低， [27] 部 分还由 于一神 直至不 久前还 在很多 地区流 

行 的包办 婚姻的 传统。 基 本的家 庭关系 不是夫 妻关系 ，而是 

父母 与子女 的关系 因为孝 顺要比 生育更 为重要 ，因 而东亚 

的父母 们 限制 纵欲 而鼓励 节制。 [3G] 生育 本身不 是婚姻 的唯一 

目的 ，而是 社会流 动的一 种策略 欧洲 的婚姻 在传统 上需要 

圆婚后 结合才 生效， 而在 中国圆 婚不是 必需的 ，而且 直到不 

久前还 常常被 推迟。 

中国的 母亲还 实行长 期哺乳 ，延长 了产后 闭经期 ，从 而有助 

于 拉长生 育间隔 和降低 生育率 （Hskmg,  1995a)。 正如 我们在 

第四章 中所看 到的， 中国人 出于对 母婴健 康的考 虑对哺 乳越来 

越 关注。 他们 认为母 乳不仅 是一种 至关重 要的营 养来源 ，而且 

也反映 了母亲 的生理 和心理 状况。 结果 ，母亲 的营养 、体温 、健 

康状况 ，甚至 情绪变 化都成 为备受 关注的 事情。 尽管人 们认为 

婴儿很 小时就 应该给 以非流 质食物 ，但哺 乳还是 得到延 长和加 

强。 断 奶通常 在小孩 两岁时 进行。 而且， 晚断奶 既不被 认为是 

不正 常的， 也不 被认为 是不合 适的。 

一 系列传 统的生 殖技术 也有助 于婚姻 抑制。 传统中 医学的 

一个特 点就是 保护妇 女的生 殖健康 ，包括 发明一 些可以 使一个 
1：>0 



“ 坏”胎 流产的 方法。 这些技 术包括 用各沖 中草药 避孕， 以及一 

系列流 产技术 ，包 括一 些马尔 萨斯所 提到的 方法。 W] 这些药 
物, 如果有 效的话 ，当 然也 会被用 作终止 非意愿 性妊娠 到 

清 代晚期 ，这 些避孕 和流产 药物在 一些城 镇里广 为销售 

(Hsiung， 即将出 版）。 根 据中国 著名人 类学家 费孝通 的研究 ，到 

20 世纪初 ，流 产不仅 在一些 地方广 为流传 和使用 ，而且 一个不 

知道如 何用流 产来终 止生育 的妇女 ，会 被同 村的人 嘲笑为 “傻婆 

娘” （费 ，1947/1998, 108)。 [糾 

中国 的生育 率转变 

中国的 生育率 转变， 就 像中国 的死亡 率转变 一样, 起 源于传 

统 悠久的 有意识 控制， 它促 进了自 20 世纪 中期以 来全国 计划生 

育 政策的 形成与 贯彻。 尽管 毛泽东 最初否 认早期 的马尔 萨斯忧 

虑， [37]但是 1953 年 （人口 普查） 显示出 中国人 口接近 6 亿， 使 

得他 和其他 的中国 领导人 确信有 必要控 制生育 然 而这一 

新生的 计划生 育项目 ，不 久便 卷人了  1957 — 1959 年反右 运动的 

意识 形态斗 争中， 导 致夭折 jw] 直到 60 年代， 中 国政府 才开始 

在 城市和 人口稠 密的农 村地区 认真推 广计划 生育, 而到 70 年代 

末 ，强 大的政 府控制 人口政 策才得 以制定 并在全 国范围 得到贯 

彻。 [+0] 
上 海是中 国最大 的城市 ，也 是最早 实行生 育控制 的地方 ，上 

海的 生育率 至迟从 1955 年就开 始下降 (Guo,  1996)o 图 6.3 把 

上海 早期总 和生育 率的下 降和后 来全国 范围的 下降进 行了比 

较。 尽管有 大跃进 饥荒造 成的严 重干扰 和反复 ，总 和生 育率从 

1955 年的 6 以上 ，降至 1959 年的 3, 年 回升至 4, 接 着又迅 

速 下降至 1964 年的 2+4, 早在 1967 年就已 达到了  2.1 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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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1955  I960  1965  1970  1975  1980 

年份 

二中凼  -P-  J: 海地区 

上海与 全国生 育率， 1950”1卻2 

资料 来塬: CoaJe  and  Chen(  1987)^ 

水平。 达到这 种下降 幅度， 在早期 是依赖 流产， 后来转 向了避 

孕。 上 海市于 1%4 年就 建立了 政府的 计划生 育项目 ，据 报告, 

符合条 件的夫 妇的避 孕在几 年内就 达到了 饱和。 

全国范 围现代 节育方 法的使 用可以 追溯到 50 年代初 ，当时 

全国 的夫妇 都可以 使用流 产来达 到家庭 限制的 目的。 图 6,4 

显示了  1960—1987 年全中 国避孕 和流产 比例的 上升。 1960 

年 ，即在 中国目 前严厉 的计划 生育政 策远未 形成之 前,城 市妇女 

中已有 10% 以上 在使用 某种现 代避孕 惜施。 5  % 的妇女 至少做 

过 一次人 工流产 ^ 到 1970 年 ，即首 次在全 国范围 内广泛 推行计 

划生育 的前夕 ，城 市地 区避孕 和流产 的比例 分别上 升到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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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避孕  Sr- 农 衬避屮 

—— 賊織产  七 农 紂淹产 

图 6.  4  中国 30-34 岁 53 女 避孕或 怀孕头 3 个 月进行 流产的 比例， 1960-  1987 

资料 来塬: Wang  Feng (即将 出版沁 

和 20%。 即使 在农村 ,35 岁 的妇女 中也有 15% 以上已 经在使 

用现 代避孕 方法。 7% 做 过一次 流产。 尽 管全国 的总和 生育率 

仍 然高达 5.7, 但城市 已降到 3.8。 

1970 年以后 ，随着 政府“ 晚稀少 ”计划 生育政 策的执 行，中 
国的 生育率 转变大 大加速 。到 70 年代 后期， 80% 的中国 妇女到 

35 岁 时已采 取避孕 措施。 接近 1/3 的城市 妇女和 1/5 的农村 

妇女至 少做过 一次人 工流产 3 中国 成为世 界上避 孕使用 率最高 

的国 家之一 J42] 全 国生育 率水平 因而急 剧下降 ，从 1970 年的 

5.7 降至 1979 年的 2. 8, 这是一 个人类 历史上 任何人 D 大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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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 相比的 纪录。 城市 人口的 生育率 下降特 别急速 ，几 乎降到 

了更替 水平, 在那 些具有 控制生 育传统 的农村 地区， 生育 率下降 

也相当 迅速。 [43] 

尽管生 育控制 取得了 成功， 中国 领导人 还是在 1979 年提高 

了政 策目标 ，号 召一对 夫妇只 生一个 孩子, 以便尽 可能快 地使生 

育率达 到更替 水平。 这一 号召成 为如同 50 年 代土地 改革和 80 

年代 经济改 革一样 声势浩 大的群 众运动 的基础 。 由于中 国领导 

人要 使中国 的生活 水平赶 上西方 工业囯 家的坚 强决心 ，他 们把 

计划 生育提 高到了 与经济 计划一 样重要 的国策 地位。 这样一 

来 ，他们 就在世 界史上 第一次 使人口 政策成 为不仅 是国家 议程, 

甚 至是国 家意识 形态的 一个中 心组成 部分。 

其结果 ，中 国国 家计划 生育项 目的执 行比任 何其他 国家的 

计划生 育项目 都更坚 持不懈 ，更 具有强 制性。 国 家不仅 规定结 

婚年舲 和生育 子女数 _ 甚至 为了实 现人口 政策还 采取强 制性的 

流产 、放 环和绝 育措施 （Banker  1987)。 这 导致了 著名的 1983 

年过激 的绝育 运动， 当时干 部利用 和动员 群众来 强制许 多人进 

行流产 和绝育 （Hardee  -  Qeveknd  ami  Banister  1988)。[44] 虽然 

近 年来计 划生育 运动变 得不那 么明显 ，干 部们在 其权限 内继续 

负 责执行 计劁生 育;一 旦不能 完成计 划生育 目标就 要面临 罚款、 

降级之 类处分 ，从 1991 年 起甚至 还会被 免职。 结果 ，尽 管国家 

计 划生育 强调教 育与自 愿相结 合>  地方干 部仍然 利用强 制性措 

施以 满足国 家设定 的目标 要求。 

正如另 一些国 家经济 项目在 中国不 同时间 、不 同地 点有着 

不同 的效果 一样， 目 前的计 划生育 项目在 某些地 区和某 些时期 

要比 其他地 区和其 他时期 更有效 特别是 在中国 农村， 对家 

庭劳 动力和 养老的 需求导 致农民 与干部 和政府 官员之 间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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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J47] 其结果 ，除了 少数地 区外, 独生子 女政策 有所放 松， 并在 

1984 年和 1988 年 进行了 调整。 中 国大部 分农村 地区一 直实行 

至 少两个 孩子的 政策。 这与城 市地区 在过去 20 年里 ,90% 以上 

的 夫妇都 只有一 个孩子 形成了 鲜明的 对照。 城市 地区这 种统一 

而快速 的效果 ，起 初至少 是由于 城市居 民依靠 国家提 供就业 、住 

房 、教育 以及其 他福利 的结果 (Wangt  1996)。 在中 国农村 ，不存 

在 这种依 赖性， 也就没 有这种 效果。 

人们通 常认为 ，中国 实行全 国一致 的独生 子女政 策, 其实对 

占 总人口  70% 的中 国农村 家庭来 说并非 如此。 图 展示了 

农 村分时 期胎次 递进比 ，即， 每一胎 次的农 村妇女 继续生 育下一 

眙次的 比例。 生第 二个孩 子的妇 女比例 厂-2 在整个 80 年代受 

独生子 女政策 的影响 很小。 Pi-: 从 1979 年的 100% 下降到 

1985 年的 卯％和 1991 年的 77% 。 相反， 生第三 个孩子 的比例 

出现 了大幅 度下降 ，从 1979 年的 S1% 下降到 1985 年的 

49% 和 1991 年的 30%; 而生四 个及以 上孩子 的比例 P3-4 则从 

1979 年的 48% 降至 1991 年的 13%, 

中国 生育率 从总和 生育率 5.7 到 2.8 再到 最近的 2.  1 的 

快速 下降中 t 政府 干预起 了主要 作用。 无论 如何， 中 国的生 

育率转 变在根 本上是 一种集 体组织 和集体 目标的 结果， 而非 

观念 革新的 结果。 西方生 育率转 变要求 个人决 策从婚 姻到生 

育 发生革 命性的 扩展， 中国的 生育率 转变与 此不同 ， 只要求 

集体 控制从 家庭到 国家的 扩展。 对于中 国人来 说， 有 意识的 

生 育控制 早已在 “ 有意识 选择的 计算” 之内。 中国非 同寻常 

的 快速生 育率转 变因而 可以归 因于这 样一个 事实， 即 中国人 

不需要 态度的 转变， 而只需 要建立 新的目 标和制 度， 以及有 

效 技术的 传播。 135 



1980  1982  19S4  1986  1988  1990 

m 

-O -  P,_2  ^  P5,4 

®  6-5 中国农 村分时 期胎次 递 进比， 1979  — 1991 

资 料 来源： Fe^n^y  and  Yuan(  1994}V 

集 体和个 人策略 

正如 中国的 父母对 其孩子 的生存 和结婚 进行计 划那样 ，他 

们也 有意识 地计划 他们的 生育。 婚内抑 制的多 种方法 ——传统 

的方法 ，结 婚以后 及两次 生育间 隔之间 的禁欲 一 使得 中国人 

能够根 据社会 经济条 件的变 化来调 整其生 育率。 其结果 ，不仅 

个人有 儿子的 比例不 同， 而且 孩子数 也不同 ，即使 在相同 的社会 

地位 和婚姻 类型之 内也是 如此。 

这种行 为特别 在清朝 贵族中 得到了 较好的 记载。 比如 ，即 



使 确定婚 姻类型 相同， 贵族 级别较 低的父 亲也要 比级别 较高的 

父亲平 均少生 2.5 个 孩子。 此外， 富有 的一夫 多妻责 族可以 

根据 经济状 况通过 少娶妻 子来调 节其生 育率, 而 贫穷的 一夫一 

妻贵族 则通过 少生孩 子来调 节其生 育率。 其结果 ，贫穷 的贵族 

在 世 纪后朗 除了增 加溺女 婴以外 ，也将 总和生 育率从 18 世 

纪初的 5 个或 5 个以 上降到 18 世 纪末和 19 世 纪初的 4 个孩子 

(Wang ^ Lee  and  Campbell^  1995)。 

这 种婚姻 抑制在 平民百 姓中甚 至更为 普遍。 [49] 例 如在辽 

宁 农村， 男 性登记 的出生 数的升 降与粮 食价格 呈反比 例变化 ，即 

粮价低 的年份 里出生 人数多 ，而粮 价高的 年份里 出生人 数少。 

家庭结 构作为 一种财 富的标 志和夫 妇社会 地位的 一个重 要决定 

因素 ，在生 育决策 中起着 关键的 作用。 与 小家庭 和简单 家庭相 

比 ，大 家庭和 复合家 庭在收 成不好 的年份 里生育 率的降 W 会小 

一些 ，而在 收成好 的年份 里生育 率的增 幅会大 一些。 [5G] 个人在 

家 庭中的 地位和 职业对 生育子 女数也 有重大 影响。 士兵 、手艺 

人 和官员 生育的 孩子要 比平民 多得多 （Lee  and  Campbell,  1997, 

180-183). 虽然在 对一夫 多妻记 载明显 不足的 家谱人 0 资料 

中 ，这种 模式不 太明显 ，但 一项 对浙江 1550-1850 年间 三个家 

族人 P 的研究 表明， 那些有 更多头 衔的家 族分支 比其他 分支生 

育的 孩子要 多得多 ( Harrell,  1985). 

处 于社会 阶层两 极的中 国父母 ，都不 仅根据 社会经 济状况 

来控 制其生 f 率 ，也 根据现 有孩子 的数量 和性别 来计划 他们的 

生育 无论清 朝贵族 还是辽 宁农民 .没有 儿子的 父亲的 生育间 

隔都 比有儿 子的父 亲要短 (Wang、Lee  and  Campbell  1995,397). 

而且, 有 一个儿 子的辽 宁农民 完全停 止生育 的可能 性要大 得多。 

这种 性别选 择性的 停止生 育模式 导致了 最后一 个孩子 的性别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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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500 比  100 (Lee  and  Campbell,  1997,  96). 这 种停止 生育行 

为在 当前的 计划生 育项目 中重新 出现。 其结果 ，例如 ，第 三和第 

四 胎的性 别比从 1976—1980 年的 109 上升到 1985—1989 年的 

123 (Coale  and  Banister,  1994, 468 )« 

一 个全国 性的样 本规模 —— 包括近 3 万名 出生于 1914- 

1930 年间 ，没 有受过 教育的 中国农 村妇女 —— 也 显示出 这种有 

意 识的已 婚生育 率控制 模式， 这些 妇女的 生育行 为不受 政府计 

划 生育的 影响， 也 不受现 代避孕 方法的 影响。 儿 女双全 的妇女 

与 只有女 儿或只 有儿子 的妇女 相比， 表现 出持续 一贯的 控制模 

式。 在 每个胎 次上， 这些妇 女不仅 继续生 育的比 例要低 得多， 

而且她 们的生 育间隔 也较长 ，结 束生育 的年齡 也更早 （Zhaot 

1998)  o 

或许 并不奇 怪的是 ，即使 在当代 的中国 生育率 转变中 ，这种 

具 有社会 差异性 的行为 也一直 存在。 个人 受教育 程度、 居住地 

以及 职业, 是解释 50 年代至 70 年 代初生 育率及 避孕手 段应用 

状况 的重要 因素。 [^] 从 60 年代起 ，城 里人 和受过 教育的 人使用 

避孕和 流产都 要早得 多也频 繁得多 1 因而生 育率也 较低。 例如、 

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 ，推 行全 国性计 划生育 之前， 受过 高等教 

育的城 市妇女 和没有 受过教 育的农 村妇女 之间使 用流产 方法的 

差别是 10: 1(  Wang， 即将出 版）。 

由于 中国人 对于传 宗接代 的关注 ，学者 们经常 错误地 认为， 

在中国 ，婚姻 的惟一 目的是 生育。 事实上 ，所 有参 与者首 先关注 

的是 如何使 配偶融 入家庭 ，从而 有助于 消费和 生产， 而非生 

育。 由 于家庭 秩序比 个人放 纵更为 重要， 因而 明显和 过度的 

亲密往 往受到 强烈的 限制。 而且生 育孩子 的数量 和时间 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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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 条件。 生 育必须 根据集 体的目 标和限 制与同 住的亲 属进行 

协商。 结果, 夫妇们 经常不 得不进 行婚姻 抑制. 而 一旦婚 姻抑制 

失 败就采 取溺婴 措施。 

换言之 * 无论在 封建社 会晚期 还是当 代中国 ，生 育控 制都是 

可能的 .因 为这种 决策几 乎从来 就不是 个人的 权利。 相反 ，它一 

直是 〜种家 庭或社 区的决 策或一 项国家 政策。 在 这一意 义上， 

目 前的 计划生 育项目 仅仅是 家庭生 育方式 向地方 社区甚 或更大 

范围 的一种 延伸。 

在本 书的第 三部分 ，我 们将探 讨中国 人口行 为对我 们认识 

比 较人口 过程和 比较社 会组织 的更大 意义。 为此 ，我们 不仅要 

分 析中国 人口体 系的历 史背景 ，而 且要将 西方的 个人主 义和中 

国的 集体主 义的遗 产进行 对比。 

注释 

[

1

]

 

 

按马尔 萨斯的 说法， 两性间 的情欲 几乎在 每个年 龄上都 表现一 

致 ，因此 用代数 
的语言 

讲可以 
被认为 

是一个 
常数， 

（1803/1992,40;  

1$26/ 

312) 最突出 的例外 是美国 印地安 人的低 婚烟生 育率。 “众 所周知 ，美 

国印地 安妇女 远远不 是多产 的扫女 某些人 把这种 低生育 率归因 千男人 

对他们 女人的 性需求 的程度 - 种美 国印地 安人特 有的野 蛮个性 。但 

是这种 待征并 不仅限 于这〜 个民族 +在 很大程 度上， 可能存 在于所 有未开 

化民 族中， 他们的 食物劣 而不足 ，并且 一直生 活在一 神对饥 饿和敌 人的恐 

俱中， （U26/1986t29) 因此 ，在解 释中国 的庞大 人口时 ，他写 道：" 在说明 

这一 人口时 ，似乎 没有必 要重新 提及盂 德斯鸠 的假设 ，即中 国有一 种恃殊 

的偏 爱生育 的文化 ，同时 中国妇 女比世 界上其 他国家 的妇女 生育率 更高， 

(同上 “26) 

[

2

]

 

 

尽管 路易斯 •亨利 {Louis  Henry> 不是第 一个做 这种观 察的人 ，但 

人们 _ 遍认为 
，他 （1961) 

最早记 
录和确 

认了那 
些缺乏 

任何有 
意识的 

生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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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人 U 的生育 率 年龄 榫式、 他研究 的人 U  , 例如当 代加 拿大的 休 特利汝 

人>  不仪 H 有很 高的 生育率 (每 个已 婚扪女 生育⑴ 个以 _L 孩 子>， 而 14 还拥 

有-种 极具沾 乃的婚 姻为系 ，这 沖婚姻 X 系没 有避孕 ，也 没有人 I: 流产和 

短期# 乳哺育 的阶段 （Henry.  1 96 1 i Bongaarts  and  Potter,  1983)。 

[3j 这 神怀孕 的能力 也被称 作是“ 每次月 经阇 m 受孕 概率" 

<  f^Lindability),  L： 有时 汸另一 术语“ 生育 能力” （ fecundity)  t0 互泯 用。 不 过> 

尺类的 生育受 许多 0 奉最 直接的 影响。 人口学 家把这 蚨因素 列为牛 .育率 

的-_1 [接决 定因茕 " 最主要 的因素 包括： <妇 女的） 已婚 比例； 避孕 的使用 

及其 效果； 人 L 流产的 应用； 哺 乳期间 长短; 忡 交的粳 率； 自然 流产 和句然 

不育。 人们认 为在自 然生育 体系下 ，这些 直接决 定因素 （持 别是前 二项） 对 

抑制 生育的 影响是 非常小 的、. 直接 决定因 素的概 念由戴 维斯和 布莱克 

(Davis  and  Blake,  1956) 首次 提出 ，作 为生育 率的中 间变量 ，而后 邦加茨 

(Bongaarts,  197S ) 与邦加 茨和波 特 （ Bongaam  a 以 1  Potur,  1985) 作了  进一步 

发展 。 

[

4

]

 

 

最 精帟的 、最具 有影响 力的樽 型是寇 尔和特 拉塞尔 （Coale  and 

Trussell,  
1974, 

1975, 1978) 
的 模型。 

利用 … 系列人 
L 〖的生 育率年 

龄模式 
，他 

们 提出了 两个指 数用来 描述人 口 是属于 自然生 育模式 ，还是 家庭限 制的模 

式。 具体 地说， 指 的是与 20-24 
岁年龄 组所记 

录的最 高自然 生育率 

相 比的综 合生育 水平。 “m” 指的 是胎次 别生育 率控制 程度。 尽管这 两个指 
数在 全世界 范围内 广泛被 运用于 生肓率 转变的 研究, 但它们 的有效 性也受 

到 了挑战 (WUson,1985)P 

见谢禹 （Xie  Yu,  1990) 的 个 有力辩 护0 

[

5

]

 

 

大量有 关欧洲 生育率 转变的 文献， 证实了 从自然 生育率 到家庭 

控制 模式的 
转变。 

实例 参见寇 
尔和特 

拉塞尔 
（Coale  

and  
Trassell,  

M74), 
诺 

德尔(仄00制，1983,〖988)，寇尔和沃特金斯（(^^3[^  

Watkiite,  
1986 

) ,  ̂  

近 ，范 德沃尔 
（Van  

<k  Walle,  
1992) 

和桑托 
（ Santow,  

1995) 
提 出性交 

中断法 
之类传 

统技术 
是生芹 

率早期 
下降的 

原因， 
换 句话说 

，文 化观念 
h 的 改变比 

技术更 
新更为 

重要。 

[

6

]

 

 

费孝通 （Feit  1939) 是这种 人类学 研究的 一个 范例。 H  (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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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58) 培这类 历史研 究的 一个 菹例 。 见李 （EUa,  ]9&1) 对 这些例 f 及 

其他 研究 的简 要介绍 

[7]  m  考德威 尔和  FV 考 德威尔 (Caldwdland  PatCa]dwdl，1977、 

1981 ) ， 傾 |  奇 和 萊:撒 格 （ Page  and  Lesth 祕 ghe.  19 衫 1  ) ， 莱撒格 （ LestKaeghc, 

1989) ， 持 别是 布莱索 （ Bledsoe) 等 （ ]994 ) 对延抉 生育间 隔的 研究和 对非洲 

人 H 模型的 解铎， 尤其值 得注意 的是， 布莱索 等对用 欧洲家 庭限制 樽式来 

解释 当代非 洲人口 生育动 态的可 行性 提出的 质疑。 

[
8
]
 
 

刘翠溶 （Liu  TVui- jung,  1978,  19SM9S5,  1992,  1995a,  1995b) 

最 皁进行 丫这档 估箅, 她在 过去的 20 年中 ，分析 f  50 多种 家谱， 大 约涵盖 

了中国 12个 省份的 26万 多人。 但是这 些数据 仍旧极 不完整 & 尽 管这些 

家谱的 记录可 以追溯 到〗 3 世纪 ，但 生死日 期记录 只能眵 追脚到 15 和 16 

世纪。 而且 t 由于 许多数 据似乎 都是在 19 世 纪末和 20 世 纪初回 顾整理 

的 ，许多 人可能 被遗猜 掉了。 •- 般说来 ，日 期越早 ，记 彔不完 整的可 能性越 

大， 另外, 这些家 谱一般 匣 多代表 上层社 会的人 口， 但由 于上层 社会人 口 

的 比重在 不同家 族中大 不一样 ，数 据偏差 的程度 也不会 均衡。 见特 尔福德 
(TeHordt  1990b), 

[

9

]

 

 

中 国的- 夫多妻 的生育 率来自 王 、李和 康<^3叩、 Ue  and 

Campbell,  

1995,387), 

西方 的生育 
率来自 

比恩和 
迈尼奥 

（Bean  
and  Mine 

風 

1986), 
根据 比恩和 

迈尼奧 
，摩门 教-夫 

多妻的 
丈夫在 

1820 年以前 
，平均 

每人有 
19 个 妻子； 1820—1839 

年, 平均 2.9 个 妻子； 1840 — 1859 年， 平均 

2.4 个 妻子。 每 t 妻 子 生育 的孩子 
分别为 

6.3、7.3 
和 7-6。 这意味 

着一夫 
多妻的 

t 夫如 果活到 
45 岁 ，在 1820 年以 前平均 

会拥有 
24-6 个孩子 

，在 

M20  
— 1839 

年 会拥有 
21.2 

个孩子 
，在 1840—1850 

年， 会拥有 
18.2 

个孩 

子 

[

1

0

]

 

 

巴 克利等 （Barclay 等 ， 1976) 观 察到， 中 国转变 前生育 率水平 

“要比 
其他可 

以认为 
是自然 

生育的 
人口飫 

35%, 
比其 他任何 

可靠记 
录的生 

冑率低 
20% 

左 右”。 
他们评 

论说， 
一 个人口 

能够维 
持这样 

低的生 
育率， 

而其 

年龄 模式“ 
没有暗 

示出任 
何依胎 

次控制 
生育的 

迹象， 
构成了  

一个人 
口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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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惑 ”(615>。 他们还 注意到 ，“人 U 学家 只 有在同 时使用 避孕与 流产的 

人 a 中， 才能期 望见到 像中国 那样低 的已婚 生育率 （只 有最高 记录的 

51%  >”（625)。 

[H] 普 林斯顿 (Princeton) 的人口 学家们 所估算 的中国 农民的 低生育 

率, 受到其 他研究 中国人 n 的学 者的 质疑， 最著 名的是 沃尔夫 （Wdf, 

1984)。 在对其 评估的 辩护中 ，寇尔 ；（CoMe,l%4) 指出 ，沃尔 夫本人 提供的 

生疗 率的估 箅数据 ，尽 管有一 点偏高 f 但没有 根本的 区别。 哈勒尔 (Harrell 

1995) 也同意 沃尔夫 （15) 的意见 t 沃尔 夫和哈 勒尔的 批评之 一是、 死亡率 

因索 没有考 虑进去 。 但 这是不 对的。 首先 ,普 林斯顿 估箅的 生育率 数据是 

基于前 - 年的人 口出生 状况， 而不是 根据一 生的回 顾调査 y 其次， 所申报 

的 数据枳 据性别 比和一 种称作 P/F 比的 间接估 算方法 进行广 上调。 再次, 

这样得 到的生 肓率与 …个很 高的死 亡率假 设一起 ，派 生出 …个“ 稳定人 u1+ 

体制下 的祖生 育率。 这样估 算出的 出生率 ，不仅 与其他 一些估 算一致 ，也 

与运用 一神调 整过的 生育率 ，从人 口 中直接 计算出 的粗生 育率十 分吻合 

(Coale,  1984) , 实际上 ，正 如巴 克利等 人所说 （ 1976, 624),  “ 即 使允许 (】 岁 

死 亡率有 20% 之多的 隐瞒， e 婚生 育率仍 仅为历 史上 记录的 最高出 生率的 

64%, 这 还是不 能解释 为什么 出生率 —— 在 4 自然 ’生育 率的年 龄模式 F 

—— 会 具有这 样低的 水沪， 

[

1

2

]

 

 

寇 尔和陈 （Coak  and  Chen,  1987)c  1982 年的 调査只 能提供 

1%4 年以后 
的年龄 

别生育 
率的完 

整数据 
& 在 此之前 

的总和 
生育率 

是按照 
生育年 

龄模式 
相同的 

假设估 
算的， 

[

1

3

]

 

 

惟一 的明显 例外是 1963 年不寻 常的高 生育率 ，达 到了  14, 这 

是大跃 
进引起 

的饥荒 
之后的 

反弹, 
大跃进 

引起的 
饥 荒使生 

育率在 
1961 

年 

下降 到只有 
3. 3。 

、 [14] 例如， 1950 年的 生育率 水平是 :今孟 加拉国 6. 66; 印度 5. 97; 埃 

及 6-56: 印度 尼西亚 5. 49; 伊朗 7. 13; 秘鲁 6，S5; 泰国 6. 26( 联合国 1993)。 

[ 15] 李、 王和阮 （Lee  Wang  and  Ruan, 待 出版） 总结了  900 多 名男子 

的初婚 年蛉。 1840 年 以前结 婚者， 平 均初婚 年龄为 20, 3, 在 〖839 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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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婚若， 为 2L2 岁 u 第 胎生育 的平均 年龄在 W 世纪 末约为 23 岁 39 世 

纪初为 24 岁。 

[16]  例如 ，在辽 宁农村 ，从结 婚到第 一胎生 育的平 均间隔 大约为 4 

年<  Lee  and  Campbell,  1997, 92,94) 

[17]  根 据弗林 （F]imt,19Sl> 的 概箅， 1750 年以前 ，从 结婚到 第一胎 

生育 的平均 间隔在 英国是 14 个月 ，而在 法国是 16 个月 （33)。 

[18]  1780—1820 年的非 婚生出 生率是 ，英 国每 100 名 新生婴 儿中有 

6 个； 斯堪 的纳维 亚和西 班牙为 7 个： 德国有 12 个。 未婚 先孕的 比 例在英 

国高达 35%, 法国为 14%, 而在 德国是 24% (同 t,82)。 在 中国婚 前非法 

私生 的比例 极小， 也许只 是因为 在中国 20 岁 以上没 有结婚 的妇女 非常少 

的 缘故。 惟一的 例外是 20 世纪 扨期的 台湾， 当时台 湾在日 本人的 控制之 

下 ，同居 婚受到 鼓励， 至 少寡妇 是如此 （Barmul9S0)。 在中 国大陆 ，即使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SO 半代 ， 估讨未 婚先孕 的比例 也是非 常诋的 ，石 会超 

过 5%  (Wang  and  Yang， 19%}。 

[

1

9

]

 

 

清 皇室贵 族中， 一夫一 妻制父 亲的 非最后 一个孩 子的出 生平均 

间隔 ，在 19 世纪 第-个 
10 年 中期以 

前不到 
3 年 ，那 以后 大约为 

15 年至 

将近 4 年 (Wa[tg、LeeandQimt>belU995,389)D  

刘翠溶 
（ 1992,  

1 : 113) 通过 

对家 族人口 
的研究 

表明， 从第一 
个儿子 

出生到 
第二个 

儿子出 
生的平 

均间隔 
为 5.5 年； 从第: 

:个儿 f 到第 三个儿 
子的平 

均间隔 
时间为 

5 年； 第 三个儿 

子 到第四 
个儿子 

的平均 
间隔为 

4 年。 假设在 
男孩子 

出生间 
隔之间 

有相同 

数量 的女孩 
子出生 

， 那么 ， 所有孩 
子出生 

的平均 
间隔吋 

间则为 
2 — 2.5 年。 

在 辽宁农 
民中， 平均 生育间 

隔似乎 
还要® 

长一点 
。 ( Ue  and  C^mpbeU, 

1997,93—94) 

[

2

0

]

 

 

由寇尔、李少民和韩京清((：0^1^一出11,19呢15.表1)计算 

得到。 
这个 计算结 

果只包 
括了存 

活至幼 
年的儿 

童的平 
均生育 

间隔。 
因为 

一
 
个
新
生
 

儿
死
亡
 

，
忏
 

孕
期
就
 

会
缩
短
 

，
所
以
 

，
总
 

的
平
均
 

生
育
间
 

隔
要
略
 

短
一
点
 

[2L] 非最后 出生婴 儿的平 均生育 间隔在 法国是 30 个月 ，在 徳国是 

33 个月 ，在 瑞士是 27 个月。 第一胎 和第二 胎的平 均生育 间隔在 英国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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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在 法国是 23 个乃 ，在 德同是 21 个月。 (Flinn,  19S1.33) 

122} 例如， 老 f 倡导“ 淸心 毐欲” （ 19,21-22), 孟子 主张‘ 养心葜 

箬于 寡欲、 1970, 201—202), 

[
2
3
]
 
 感 谢威廉 •雷伟 力使我 Ifj 注 意到这 本书。 [24]  李约瑟 怍为第 一位讨 论这些 思想的 西方学 者,发 现这些 信念在 

20 世 纪中叶 的中国 仍然非 常普遇 （Needham,  
1962,  146—152)。 

另见 弗斯 

(Furth,1994)a 

[
2
5
]
 
 

熊 (HsUmg. 即将 出版) 提供 了对封 建社会 晚期生 殖文化 的详细 

讨论。 

[
2
6
]
 
 

这 个模式 来源于 董仲舒 （公 元前 179  — 104), 他 在其著 名的® 

家著作 〈春 秋繁露 >中 提出： “君子 治身不 敢违天 ，是 故新牡 十日而 一游于 
房， 中年者 倍新牡 ，始 衰者倍 中年， 中衰者 倍姶衰 …… 大衰者 以月当 新牡之 

日 d 午多中 国人把 这个意 见奉若 神明。 例如 顾炎武 U613 — 1682) 也许是 

清朝 最著名 的学者 ，在给 一位打 算续妻 的密友 的信中 引用了 这段话  
顾亭 

钵文集 乂6. 148)。 我们 要感谢 高若海 (音 译) 使我们 注意奎 的著作 ，也 要感 

跗尤荣 (音 译) 洽我 们带来 顾的引 文的复 印件。 

[

2

7

]

 

 

生 育率调 査的结 果显示 ，直 至现在 ，在夫 妻采取 避孕措 施后， 

亚洲 地区的 
夫妻仍 

然沿袭 
一种传 

统的性 
交模式 

，性交 
频率要 

远远低 
于其他 

遍区。 
例如 ，在 泰国， 〖987 年人 口 和健 康调査 

表明， 所有在 
婚妇女 

在调査 

日期前 
4 个星期 

中的平 
均性交 

频率为 
3. 2 次。 新婚夫 

妻一般 
每月也 

仅性交 
6 次， 结婚一 

年后每 
月性交 

减少到 
4.  2 次 ，结缗 

4 年后 减为爻 
7 次 

(Chayovan  

and  KnodeU  
1991 ), 相 比之下 

，在 美国， 
1975 

年所 有在婚 
妇女每 

月平 均性交 
次数为 

S. 9 次 ，在 结婚头 
5 年里 ，每月 

HK4 次。 (Trussell  
and 

Westoff,  
19S0) 

[28  ] 林弗斯 （ Rindfuss) 、摩根 （ Morgan,  1983 ) 和王与 杨 （ Wang  And 

Yang,  1996) 讨论了 亚洲和 中国的 包办® 姻 对第一 胎生育 间隔较 长的影 

响。 他 们意识 到性交 頻率低 对亚洲 婚内生 育率的 影响， 同时 ，他们 假设由 

于包 办婚姻 f 新 婚夫妻 之简块 乏激情 ，从 而导致 性交的 减少。 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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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f,  1980) 关 T 台湾 的开创 性的著 作也显 示出， 不 同的婚 姻形式 导致不 

问的生 疗率 水平， t 婚 制中的 妇女的 总和已 婚生育 率比入 赘婚髙 川9^比 

次 婚制髙 30%。 

[29]  配偶 之间的 性亲密 不仅在 包办婚 姻中很 难开始 ，而 且在 复台家 

庭 中也很 难发展 起来。 中国社 会学家 费孝通 对本世 纪初中 国农村 配偁冋 

羌 系的持 征描述 如下广 在孩子 出生前 ，她 的丈夫 ，至少 在公开 场合卜 ，对池 

表 示不感 兴趣。 他在交 谈中不 会谈及 妻子。 甚至 在家里 ，无 论当着 任何人 

的面 ，如果 他对他 的妻子 表现出 任何亲 密感情 ，都 会被认 为是不 适当的 ，会 

成为 话柄。 丈夫和 妻子不 会亲密 地坐在 一起， 而且很 少相互 交谈， 他们只 

是 通过第 H 方来 交谈 ，而 且他们 没有自 己的丼 同话题 t 但是 当一个 孩子降 

生巵 ，丈 夫匣可 以把他 的妻子 作为他 孩子的 母亲来 谈论。 "（Fei,1939,47) 

[
3
0
]
 
 

邝 （Kwon， 1993) 描 绘了当 代韩国 类似的 行为。 根据夸 恩的描 

述， 韩国的 母亲们 以关注 池们儿 子的身 
体健康 为借口 证明这 类行为 是正当 

的。 

[M] 生 育率是 中国人 □社 会流 动的一 种手段 的现念 己经在 文献中 

孩明确 阐述。 见 葛苏珊 （Ureenhalgh， 1988)。 

[

3

2

]

 

 

例如安 克法兰 （Macfadm^l986) 对英 国婿姻 的讨论 ， 

[

3

3

]

 

 

但是 ，延长 哺乳期 并不能 完全解 释这种 长生育 间隔和 低生育 

率。 王、 李和康 
(Wang、 

Lw  and  Campbell,  
1995) 

根据 新生婴 
儿是否 

在第一 
个月 内死亡 

，比较 
了清皇 

室中母 
亲的生 

育间隔 
* 发现两 

者并无 
差异。 

如果 

哺乳期 
的廷长 

是生育 
间隔长 

的主要 
原因， 

那么第 
一个月 

内新 生婴儿 
的死亡 

本应该 
使随后 

的生育 
间隔大 

大缩短 
，因 为母亲 

不再稱 
要哺乳 

，便会 
很快恢 

复 月经。 
虽然 有很多 

地区的 
例子说 

明哺乳 
期延长 

•闭经 
时间也 

会延长 
，直 

宇:哺 乳结束 
（Botiga 

如 s  and  Potter,  
1983 以） ，但 60 年 代台湾 

的一项 
目颐性 

屮 育率调 
查表明 

* 哺乳 期超过 
24 个 月的妇 

女平均 
R 在 14 个 月后就 

恢复月 

经 (Jain  
等， 1970J  

Jamt  
Hermalin  

and  Sutit  
1979)。 

这说 明在台 
湾虽然 

_ 乳期 

延技 厂但 在后几 
个月串 

..它 不足 以起到 
避孕的 

效果。 
在某种 

程度上 
，台湾 

的哺 乳模式 
及相应 

的闭 经持 续时间 
与 淸皇室 

和其他 
中国人 

[1 十 分类似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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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 不能解 释在这 些人口 中 观察到 的长达 三四年 的牛育 间隔。 

[34]  李伯重 （Li  Bahong, 即将 出版) 通 过听史 文献追 溯到早 在汉朝 

流产药 物便已 开始 使用。 刘静贞 （1995b) 对 宋朝的 溺婴和 流产进 行了分 

折。 

[35]  熊 (Hsiung, 卽将 出版） 对 这些技 术进行 了详细 叙述。 李伯 _f (Li 

BozhongJ 卩将 出版） 也证 明了明 滑时期 长江下 游地区 避孕、 绝育和 流产技 

术的 使用。 例如 ，最著 名的医 学著作  <本 草纲目  >, 列举了 不少于 30 神可以 

用 来打胎 的草本 或木本 药物。 见布雷 （Bray， 即将 出版） 对这 些药物 使用的 

讨 论 ，特别 是弗斯 (Furth, 即将 出版〉 关于 中国 早期妇 科传统 进行创 新的历 

史。 

[
3
6
]
 
 

费还 报道说 ，在 他所研 究的广 西和江 苏两省 的农村 ，他观 察到， 

当控制 生育失 败时， 人们 有意识 地疏忽 儿童。 在一个 案例中 ，父母 将…个 

患有 严重疾 病的嬰 儿让一 个未成 年人去 照顾; 而在另 一个案 例中， 父母放 

任一个 蹒跚学 步的孩 子走来 走去而 没有成 人看管 ，结 果孩子 淹死在 -- 条水 
沟里 （费  1947/1998,108)。 

[

3

7

]

 

 

毛遣 责西方 将中国 革命归 因于人 口众多 的看法 f 他在 1949 年 

说 ：1 中 国拥有 
这么庞 

大的人 
口是一 

件非常 
伟大的 

事情。 哪怕人 
a 比现在 

多 几倍， 我 们仍有 
解决的 

办法， 这个 办法就 
是生产 

，(孙 沐寒， 1987,66) 

[

3

8

]

 

 

当 JL 位中国 主要领 导人积 极主张 控制人 U 时 ，毛 泽东的 支持却 

较为 矛盾。 
刘 少奇在 

1954 年 12 月公开 
说过， 

中国共 
产党赞 

成计划 
生育， 

周 恩来在 
1956 年 同意这 

一立场 
，毛 泽东在 

1957 年也只 
得同意 

：“中 国有这 
么多 的人口 

，既 是好事 
，又是 

坏事。 
好事 是中国 

有这么 
多人， 

坏事也 
是中国 

有这么 
多的人 

。”不 过， 毛泽东 
的确同 

意“ 人口 必须要 
有计划 

的增怯 
，（同 

上， 62 — 68) 

[39]  1958 年 3 月 23 日， 毛 说：“ 宣传人 0 众多的 悲观气 氛是错 误的。 

我们 应该始 终明白 ，人 口 众多 是一 件好事 ，甚 至刘少 奇后来 也改变 了他以 

前 的立场 ，同 意毛泽 东的看 法：“ 人口的 消费与 生产都 应诙加 以考虑 （同 
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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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见陈 必照和 克尔斯 （Chen  and  KoJs,  1982)， 雷伟 力和弗 里德曼 

( Lavely  and  Freedman,  1 9 卯） ，和 孙沐寒 （ 1987 ) 关于中 国计划 生育初 期发展 

情况的 详细论 述5  1975  ̂ , 毛 重新同 意必须 制定人 D 政策 （孙 沐寒, 1987, 

165)o  1978 年第五 届全国 人民代 表大会 通过的 宪法第 53 条明 确规定 ：“国 

家提值 和推行 讨 划 生育。 ”1979 年 ，一 对夫妻 只生一 个孩子 的政策 开姶贯 

彻实行 （同 上， 185—188) 

[41]  
在 1952 年， 中国政 府允许 35 岁以 上的妇 女流产 和绝育 ，条件 

是如杲 继续生 育会影 响母亲 的健康 ，或 者她已 经有了  6 个孩子 ，而 其中一 

个已经 10 岁 或更大 f  (Wang  Feng •即将 出版） 

[
4
2
]
 
 

实际上 ，与 其他 所谓的 流产社 会的对 比令人 吃惊。 在 1990 年, 

俄 国已婚 妇女中 的避孕 用具使 用率为 15%, 而在中 国趄过 90%。 

[
4
3
]
 
 

早在 1973 年， 吉 林农村 的总和 生育率 就只有 2, 8, 江 苏农村 

2  82, 浙 江农村 3.46，辽十 
农村 4^6。 相反 ，贵 州农村 则髙达 74t 甘肃农 

+T  6.4S, 广 东农村 
5.35+  

海 南农村 
5, 17。 (Coale  

and  Chen,  
1987) 

[

4

4

]

 

 

根据 中国官 方统计 >  每年男 性绝 育数字 随之翻 了一番 ，从 〖982 

年的 649476 
增至 1983 年的 1230967, 

而女性 
绝育数 

字则翻 
了两番 ，从 

1982 年的 3925927 
增至  1983 年的  16398378,  

(CPIC  
1988,245) 

[

4

5

]

 

 

讽 刺的是 这样的 强制措 施是不 合法的 ，而 且在中 国和西 方的媒 

体 中都被 
公开报 

道过。 
实际上 

，西 方媒体 
所“首 

发”的 
一些最 

为骇人 
听闻的 

强制 性计划 
生育的 

报道. 
都是 最先由 

中 国政府 
披露， 

并且受 
到了中 

国政府 

的 批判。 
见尼 古拉斯 

•克里 
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O 

的文章 
，中国 

政府对 

生 育的镇 
压：一 

个令人 
簏惊的 

、苛刻 
的成功 

'(纽 
约时报 

>1993 
年 4 月 25 曰 

第 1 页。 克里斯 
托夫引 

用的最 
主要的 

悲剧是 
,1992 

年 12 月 30 日， 一个怀 

孕 七个月 
的母亲 

，为了 
满足那 

一年的 
生育定 

额而被 
迫流产 

，新 生婴 儿出生 
9 

小时后 
死亡。 

克里 斯托夫 
承认, 

这个惨 
案摘自 

一份秘 
密的政 

府报告 
& 

[

4

6

]

 

 

关于 80 年代中 国计划 生育政 策的主 要变化 ，参见 葛苏珊 

( Greenhalgh,  

1986 
); 哈迪- 

克利 
去兰和 

班久蒂 
（ Hardee  

-  Cleveland  

and 
Banister,  

1988) 
; 曾毅 

(Zeng， 
1  如 9) ; 卢瑟 

（Luther) 

、 菲尼和 
张为民 

（Feene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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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1990) ; 菲尼和 _;E( Feeney  and  Wang,  1993)。 

[47] 葛苏珊 (Greenh^gh， 1986  J993) 洋 细记录 了独生 子女政 策在中 

国衣村 特别是 陝西省 贯 彻执行 的演变 ，自 80 年代 农村改 革以来 t 来自农 

民的抵 制和围 家权力 的减弱 ，使 得许多 农村千 部抵制 或拖延 计划生 育政策 

的贯彻 实施， 或要求 对计 划生育 政策进 行某些 调整。 于是中 央政府 着手从 

两方面 来解决 这一问 题:一 方面从 形式上 对玟策 进行放 松， 另一方 面给省 

政 府或下 级政府 自主权 ，制定 符合本 地佾况 的政策 ，使 某些 家庭不 受独生 

子女 政策的 限制。 农民 的柢制 和谈判 导致了 独生子 女政策 的‘农 民化' 

[48:  i: 、乍和 康 （ Lee  and  Campbell,  1995>  393 ) 比 较了存 活到 

45 岁 的父亲 在不同 时期的 曾生子 女数： 在控制 了不同 婚姻类 型的影 响之 

后 ，4:  16S1  — 1720 年间 ， 下层责 族中的 父亲比 h 层贵 族中 的父亲 要少生 

2-7 个 孩子； 1721  — 1750 年少生 2.9 个 孩子； 1751 — 1780 年少生 L 个 孩子; 

而在 1781 — 1820 年， 少生 2.3 个 孩子。 

[49j 这些抑 制有时 是由社 E 施 加的。 例如 、 1947 年 ，费孝 通注意 

到 ，在 广西迕 的瑶族 人中/ (每 对夫妇 都只能 有两个 孩子， 不 管他们 的性别 

如何。 如果他 们已经 有了两 个孩子 ，再 怀孕后 就必须 流产。 那些 没有流 

产， 最终 分娩而 又没有 人收养 的婴儿 ，难 逃溺死 的命运 。” （费 1  1947/1998, 
248) 

[

5

0

]

 

 

李和康 （Ue  andCampbeM997, 妁 一 101)。 在这 两个由 经济萧 

条导 致的低 
牛育率 

时期， 
生活条 

件较好 
的复合 

家庭中 
的父母 

，其女 
婴出生 

率分 别减少 
丫  28% 和 51%, 

而 简单家 
庭中的 

父母的 
女婴出 

生率喊 
少得更 

多， 汙别为 
42% 与 71% 与 此同时 

，在 生育率 
Jn 升时 ，复合 

家庭中 
的父母 

的女婴 
出生率 

提高了  
1/2, 而简单 

家庭中 
的父母 

的女婴 
出生率 

仅提卨 
了 

1/5 

[

5

1

]

 

 

诺伟力 和弗 里德曼 （ Lavely  and  Freedman,  1990 ) 。 波斯 坦和颐 

老呂 （ Poston  
and  

Gu,  
1987 

) 展示 了  80 年代初 
，在# 

级水平 
h, 社会经 

济发展 
水 T 与生 

f 宰 ¥ 负相关 
关系。 

伯索尔 
和贾米 

森 （ Birdsall  
and  

Jamison, 
198}),  

R1 心源 
（丁 『  n.R  

Yuan.  
190 

) 和 彭希哲 
（ Peng  

X】zk,  
1989) 

都得 
出了 

14S 



[52] 氏尔 夫枚黄 （ WoJf  and  Huangt  1980 )  i 羊细 讨沦 f 这样的 家庭所 

关迮 的冋题 ，另  SL  M.  ̂   WolM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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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系 

+++ … 鉴于 人们普 遇承认 ，预 防性抑 

制意 味着 减少 婚 S 以逃 避 对建立 家蒔的 

恐惧 ，如杲 不考虑 其弊端 的话 ，它可 以被 

仗 为是使 迖代欧 H 尺 3 保 持在维 生水平 

上 的最有 力的抑 制 。 

—— 马尔庐 蝴《人'.] 异理 > 

(1803/1992>44)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对 T 马尔萨 斯来说 ，道 德抑制 解释了 欧洲人 n 体系的 成功。 

而英格 二: 是这种 行为和 影响中 最引人 注目的 样本、 马尔 萨斯在 

开姶 讨英格 3 社会进 行分析 时宣称 ，“人 口 的预防 性抑制 能够被 

& 个社会 阶层所 接受， 从而普 及到一 个相当 的程度 。”（ 1826/ 

1986,235) 然 6 ，他乂 精心阐 述了这 种行为 在每一 个社会 阶层中 

发生作 用的不 同原理 ，开 始于较 高阶级 ，依 次向下 是绅士 、商人 

和农赶 、再到 工人和 仆人， 根据马 尔萨斯 的观点 ，这 种行 为通过 

限制尺 n 的增长 ，鼓 励储蓄 而阻止 贫穷。 更 为重要 的是， 延迟 

153 



结婚可 以使劳 动力价 格和储 蓄利率 保持较 高水平 ，并保 证普遍 

的 富裕。 []] 

里 格利和 斯科菲 尔德的 最新研 究成果 ，验证 了马尔 萨斯的 

英 国人口  过 程模型 ( W  rigley  and  Schofield,  1985;  Schofield, 

1985;WrigIey 等， 1997)。 在英国 t 不但许 多妇女 (5  —  25%) 从未 

结婚， 而且 不婚的 比例 在很大 程度上 随经济 条件的 变化而 波动。 

婚姻中 的这些 变比对 各个时 期的人 口 增长 都产生 了重要 影响. 

在 18 世 纪则具 有压倒 一切的 影响。 这是 因为， 40—44 岁的未 

婚男人 和女人 的比例 在下降 ，婚 龄也从 26 岁下 降到了  23 岁。 

在 1S 世纪中 叶之前 ，婚 姻的 实质性 波动几 乎完全 是由未 婚妇女 

比例 的巨大 变化所 造成。 自 那以后 ，比 例上的 变化微 乎其微 ，只 

有婚 龄发生 变化。 

这 些研究 也增进 了对实 际工资 和结婚 率之间 关系的 了解。 

尽管 马尔萨 斯关于 结婚率 的高低 或多或 少与劳 动力价 格相- 致 

的 假设是 正确的 ，但在 这两者 之间, 还是存 在一个 值得注 意的时 

间差， “每 个重要 的转折 点约为 15— 20 年” （ Wngley  and 
Schofield,  1981， xxi )  D 换 言之， 人们 结婚是 按照他 fl] 还是 孩子时 

而不是 成人时 的经济 状况。 因此 t 在其工 资和结 婚日期 之间的 

时间差 ，可能 一直与 他们进 入就业 市场的 时间及 其以后 的储蓄 

率有 关系。 一旦 积 累起建 立一个 独立家 庭所需 的资金 ，他 们就 

会不顾 当前的 条件而 结婚。 但是, 尽管经 济繁荣 时代和 经济萧 

条时 代不一 定影响 当前的 婚姻, 它们却 可以推 动或延 缓积累 ，从 

而影 响未来 结婚的 时间和 概率。 

里 格利和 斯科菲 尔德区 分了两 种人口 与经济 关系之 相反的 

理想 模式。 根 据马尔 萨斯的 现实性 抑制和 预防性 抑制之 间的区 

别， “高” 压 人口体 制的情 况是， 生 育率和 死亡率 都很高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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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与 可获得 的资源 有很大 关系， 人 口增长 主要为 现实性 抑制所 

阻滞。 “低”  K 人 口 体制 与之 相反。 从长 远来看 ， 由于 低压体 
制 更能调 节生产 和生育 之间的 张力， 它们 也就能 够更好 地对抗 

价格 冲击。 然而， 在 高压体 制中， 持别是 在一种 被里格 利和斯 

科 菲尔德 称之为 “中国 状况”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xxiv) 的形态 之中， 社会习 俗制定 了早婚 和普遍 结婚的 规则。 

尽管疾 病环境 比其他 高压体 制导致 的死亡 更少， 生育率 更高， 

但是由 于生育 率的迅 速增长 必然是 短期的 >  所以 死亡率 也高。 

换言之 ， 在 “中国 ”的情 况下， 高生 育率由 高婚姻 f 引起， 反过来 
又引 起高死 亡率。 

中国 的现实 

与中国 理想模 式有关 的问题 现在已 经很清 楚了。 作 为最大 

的 民族人 口和人 口密度 最高的 国家之 一， 中国 具有悠 久的历 

史 所 以中国 较早地 形成了 一种人 口体系 ，即， 已婚 生育率 
低 、死亡 率适中 ，溺杀 女婴的 比例却 较高， 并由此 引起常 见的男 

子独身 现象。 尽管对 这神体 系发生 的根源 尚有待 于详细 地寻踪 

觅迹， 但我们 已经能 眵识别 这个体 系中的 一些具 体特征 ，如从 

公元前 1000 年 前开始 的溺婴 现象。 在欧 洲人口 体系中 t 婚姻是 

对人 口増校 惟一有 意识的 抑制， 与之不 同的是 ，中 国人 口体系 
中有多 重有意 识的抑 制， 因 而远比 马尔萨 斯及其 继承者 们所想 

像 的更为 复杂、 也 更精于 计算。 其 结果， 即 使中国 女性在 婚率高 

和早 婚率高 t 人 口也决 不会将 经济推 到只能 维生的 水平。 

我们 已经论 证了中 国过去 存在人 口体系 、追 溯了它 留给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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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 遗产。 我 n 可以进 一步区 分两种 不同的 模式。 “内 在性抑 

制”模 式描述 r 四个突 出要素 之间的 相互关 系：第 四章讨 论过的 
溺婴; 第五 章讨论 过的男 性独身 和非真 实亲属 关系； 以及 第六章 

讨论过 的婚姻 抑制。 “ 外在性 压力” 模式描 述了人 口体系 在受到 
来 自气候 、经 济或时 疫性原 因等短 期的外 在性压 力时其 间的相 

互 关系。 

内在 性抑制 

在内在 性抑制 模式中 ， 中国家 庭根据 其经济 社会环 境及期 

望 ，不 断地调 整他们 的人口 行为。 图 7.1 对这种 内在性 抑制作 

了一个 图解。 中国 人依靠 婚姻抑 制使生 育率低 至-个 适度水 

平: >  中 国已婚 夫妇自 结婚至 开始生 育时的 间隔不 仅要比 欧洲夫 

妇更长 ，而 且他 们结束 生育的 时间也 更早。 受不 同的性 文化影 

响 ，在集 体家庭 的严密 监视之 下， 中囯夫 妇能够 控制“ 性的激 

情'  当他 们想要 孩子时 ，他 们能够 加快生 孩子的 过程。 否则他 

们就 节制和 等待。 中国夫 妇掌握 了传统 的避孕 和流产 技术因 

此， 已婚 生育率 比欧洲 的生育 率要低 得多。 

图 丨 被束 缚的人 口增长 + 内在 性抑制 



另外, 中国家 庭也溺 死他们 的部分 子女。 这样做 的结果 ，不 

只是 能够缩 小家庭 规模， 而且 也能够 控制家 庭性别 构成。 因此, 

在婚 姻抑制 失败时 ，一 些夫妇 就诉诸 溺婴， 还有 一些夫 妇则通 

过溺 婴以臧 少女儿 有时是 儿子的 数量。 尽 管溺婴 的影响 力随着 

空间和 时间明 显变化 ，溺婴 和婚姻 抑制的 结合还 是意味 着， 每对 

夫妇存 活到成 人的子 女数量 明显低 于具有 类似死 亡水平 樓式的 

其他 社会。 

溺 女婴引 起了可 婚妇女 的短缺 和随之 而来的 各种不 同形式 

婚姻的 增加。 过去， 尽管有 相当数 量的中 国男子 结婚甚 晚或根 

本不婚 ，但中 国妇女 结婚通 常都非 常早。 婚姻市 场上的 竞争如 

此 激烈、 以至 某些男 子能够 成婚的 惟一方 式就是 入赘， 或者与 

先 前的父 系亲属 或收养 的亲属 结合。 这些 变异的 婚姻形 式的持 

征 是:生 育率比 主婚制 的生育 率低， 有 时相当 地低， 离 婚率则 

比主 婚制的 高二到 四倍。 因此， 婚 姻市场 的不平 衡性抑 制了人 

口的 增长， 不仅是 通过女 性短缺 程度的 增加， 而 旦也通 过已婚 

生 育率的 降低。 

在中 国人口 体系中 ，这 种低已 婚生育 率对人 d 增长 构成了 

一种 主要 的抑制 。 根据雷 伟力和 王国斌 （ Lately  and  R.  Bin 

Wong,  19 牝) 的研究 ，10% 的 溺女婴 率能够 使年人 口增长 率降低 

大约 30% 。 同样 ，如 果将其 分析扩 展到包 括生育 率在内 的话, 

会使人 联想到 ，如 果中 国人遵 循欧洲 的已婚 生育率 ，那么 人口增 

长可能 会高出 50%。 换言之 ，低已 婚生育 率对人 口增长 的影响 

要比 溺女婴 更大。 性 选揮的 溺婴造 成了中 国人口 体系中 不同性 

别的 不同婚 姻模式 ，而 低生育 率则更 为直接 地造成 了中国 有节* 
制的低 增长率 

收养是 中国人 口 体系中 最后一 个明显 特征， 也是 溺女婴 

157 



和低 已婚生 育率的 结果。 [4] 收养 的作用 依性别 而定， 中 国夫妇 

收养 女孩， 是因为 溺女婴 使之无 法娶到 儿媳。 他 们收养 男孩, 

是因 为低生 育率使 之不能 生育继 承人。 实 际上， 那些 没有亲 

生 后嗣的 夫妇的 数量， 超 过了这 种低生 育率和 高婴儿 死亡率 

在 正常情 况下所 预示的 水平。 例如， 在 皇室贵 族中， 多至 

20% 的 夫妇没 有男性 后嗣， 几 乎两倍 于预测 的比例 （Wrigky+ 

1978). 在这 些无儿 子的夫 妇中， 有 一些是 生理性 的原因 ，另 

一些 是在预 测他们 自己以 后的生 育率及 其孩子 以后的 存活水 

平时 失误， 还有一 些是儒 教家庭 对节制 和牺牲 的过度 要求所 
致的牺 牲品。 

因此， 中 国人不 仅发展 了不同 的婚姻 形式， 还发展 了高比 

例的非 真实亲 属关系 以克服 生理的 局限、 决策的 不完善 和权力 

的滥用 。约 10% 的 儿子通 过入赘 婚姻结 成非真 实亲属 关系， 

同样或 更大比 例的女 儿通过 童养媳 婚姻结 成非真 实亲属 关系， 

此外， 所有 孩子中 还有或 多或少 的人为 家庭直 接收养 。表 11 

概括了 除结婚 以外的 收养比 例。 虽然这 个比例 因地区 、时 期和 

人口 而变化 、但也 显示出 ，在 过去 ，每 10 — 100 个 中国孩 子中至 

少 有一个 被收养 ，这 比现代 早期任 何西方 人口几 乎大过 了一个 

数量级 J5] 尽 管当代 的收养 记录不 够完整 ，但收 养水平 看来也 
只 略低于 过去。 

收养 有多种 目的。 中国 父母收 养孩子 ，不仅 是为了 慈善或 

获得 作父母 的身份 ，还 为了增 加家庭 劳动力 、养老 、与他 们的子 

女成婚 和维持 祭祀及 宗教的 连续性 J6] 因此 ，他 们收养 各种年 

龄 的孩子 ，从婴 儿直到 成人， 在 极罕见 的情况 下甚至 收养老 

人。 我 们能够 像区分 婚姻形 式一样 区分收 养的许 多形式 。父 

母们收 养女儿 也收养 儿媳妇 ，收 养儿 子也收 养女婿 J8] 寡妇 、鳏 
i5S 



表 7.1 中 国不同 时期和 地区的 收养率 

时期 (年 1 
1 地 点 

% 样本 置 

1730 
1 

北京 
5,9 662 

1750 
北京 

6-1 897 

1790 

北京 
11,8 

1145 

1840 
北京 

6.2 1087 

1906—1910 台湾 5.8 666 

191  ]-]915 
台湾 

7,2 

758 

(916—1920 台湾 5.6 750 

1921-1925 台湾 5,9 

8)9 1926-1930 台湾 4.5 %8 

1931-1935 台湾 3.1 1070 

1929—1933 华南 

0-8 

2679 

1929-1933 西 南高庳 2.7 2100 

1929-1933 长 江下游 
■ 

L3 
14321 

1929-1933 华 北平原 
■ 

1,2 18985 

1970 
i 全国 

| 
0,7 50100 

L980 全国 1.1 35104 

19S6 全国 

2.2 

43560 

资 料来源 和注： 北京， and  [^eCl99S)： 收养率 为每〗 00 名 存活至 5 岁的男 

孩 中被抆 养的儿 子数。 时期 力出生 年份。 1929-1933：  A.  Wdf  and  Huang：  [980, 

328>, 据 卜凯 对中国 1(1〗 地 35976 个家庭 的调査 。 L970、19 洲和 19 糾 年据中 国国家 

计生委 进行的 1%8 年全国 21 生育 率调査 推箅。 收养 率指上 报收养 数与出 生活婴 

戣之比 .样本 规槙为 出生活 婴玟。 

夫 、不婚 男性乃 至太监 ，都 可以 收养。 孩子 的名分 ，最重 要的是 

父系男 性后嗣 的名分 ，是如 此重要 ，甚 至超 越了人 和社会 生物学 

的 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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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大 多数收 养是在 亲戚间 而不是 在陌生 人之间 进行。 

这部分 是由于 父系血 缘的重 要性， 部 分由于 集体家 庭的观 

念 ，部 分由于 来自生 身家庭 和收养 家庭联 合构成 的社会 压力。 

这 种压力 迫使被 收养的 孩子实 现他们 父母的 期望。 血亲 内收养 

也是 一种法 律上的 要求。 [⑷其 结果， 与西 方社会 不同， 被收养 

的 孩子一 般会知 道他们 的生身 家庭。 即使在 今天， 中国 仍然对 

来 自亲戚 （过 继） 和 非亲戚 （抱 养） 的 收养加 以区别 jn] 总之， 

表现 为各种 形式的 普遍的 收养， 不 仅是一 些父母 想少养 孩子的 

愿望的 产物， 同时也 是不至 于使任 何夫妇 处于无 子女状 态的重 

要 保障。 

收养， 换 言之， 不仅是 中国人 口体系 的显著 特征， 也是 

其不 可缺少 的组成 部分。 因此， 收养率 取决于 生育率 和死亡 

率的 水平。 图 7.  2 描述 了一个 有较完 整记录 的人口 —— 

1700_1850 年间 的清皇 室贵族 一 生育率 、溺婴 和收养 之间的 

关系。 18 世 纪初， 当 时生育 率高而 溺女婴 率低， 收养 率也是 

低的， 低于 2%。 在 18 世 纪的前 半期， 收养率 随着生 育率下 

降 和溺婴 率增高 而逐渐 提高。 18 世纪 后期达 到高峰 ，为 

12%。 19 世 纪初， 收养 率与溺 婴率同 时开始 回落. 回到 18 世 

纪初期 的水平 ^ 

因而， 中国人 口体系 以多种 选择为 特征。 这种选 择将两 

个 方面作 了平衡 :一方 面是夫 妻之情 和父母 之爱， 另一 方面则 

是控制 性爱、 包办 婚姻、 溺婴或 弃婴， 以 及收养 他人的 孩子。 

中国 家庭根 据家庭 环境状 况不断 调整着 人口行 为以使 其集体 

效用 达到最 大化。 尽 管以相 当大的 个人牺 牲作为 代价， 但这 

种人 a 调整却 可以保 持中国 家庭的 繁荣， 即使 在压力 下仍然 

如此） 

m 



每 f 年的 出生. 

+ 收养儿 r 的比例  + 女婴死 亡韦 

m  7  2  滴皇族 中的收 养和人 口行为 ， 17 彳 >0 -  185i_ 

資料 来源： Wang  and  l^eri  1998)^ 

外在 性压力 

此外 ，中 国父母 不仅必 须平衡 家庭成 员的竞 争权利 , 而且必 

须根据 外部经 济条件 调整这 种平衡 。‘ 泾济 波动影 响人口 行为。 

图 7.3 描述 了处于 -- 种 这样的 外在经 济压力 —— 粮价上 涨情况 

下的中 国人口 体系。 结果是 婚姻抑 制和溺 婴的增 长以及 结婚的 

略微 推迟。 

在大 部分前 工业社 会中, 粮价上 涨时死 亡率通 常也会 上升， 

5 

4 

20 80 60 

40 

4- 7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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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3 被東缚 的人口 增长， 外在 性压力 

结婚 率和生 育率则 会下降 （ Dupaquier 等， 1981 ;  Bengtsson、 

Fridlizius  and  Ohlssont  1984 1  Weir,  1984a;  Bengtsson  and 

Ohisson,  1985；Landers,  1986；  Galloway,  1988,  1994), 中 国也不 

例外。 在清末 中国人 口中， 粮价 对生育 率和死 亡率都 有很大 

影响。 并且， 这 种影响 是即时 性的。 表 7.2 中. 男女粗 出生率 

与 粮价呈 负相关 关系， 而男 性粗死 亡率与 谷价呈 正相关 关系。 

女性 粗死亡 率与谷 价没有 明显的 关系， 主要是 由溺女 婴数置 

登 记不全 所致。 粮价上 涨时， 溺女婴 增加， 使 女性出 生登记 

数 偏低。 其他一 些研究 发现， 女 婴和儿 童死亡 率与粮 价有很 

强 的关系 （ Lee 、 Campbell  and  Tan  ,  1 992  i  Lee  and  Campbell, 

1997). 正是这 种溺婴 和登记 滞后的 结合， 解释了 出生登 

记， 持别 是女婴 出生， 与 粮价一 直保持 较强的 负相关 关系之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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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辽宁农 村谷价 、死亡 率和出 生率的 相关性 ,1774 — 1873 

粮食 

瘃庭户 

死亡率 
|  

家庭户 生甯串 
全 S 

隻杂 a n 单 b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再性 

稻谷 

高 —  一 

-0.62 

— 

H  — -0.46. 

-0.36 

低 一  — 

-0.60 

'0,37' 

-0,48  - 

-Q.54 
-0.46 

小米 

高 ——  — 

'0.65 -0,37 

-0.55  -0-33. 

-0.50^ 

-0.56 

低 
1 

一  0 . 32 

-0.49 

-0,42^  — 

— 

-0-45 

高梁 

高 —  — 

-0.57 

一 

H  -0-33' 

-0.39 

低 
一  0.26 

-0.58 
-01 

-0.54  — 

-0,46' 

-0.49 

小麦 
1 

高 一  一 

-0,68 

— 

-0.36P  — 

-0  54 

低 
—  0-43 

-0.44 

-0.4«  — 

-0.39 

豆类 

高 

-0.45^ 

- — 

-0.63  — 
一 

-0.51 

诋 
—  039  | 

'0.57 

-0.S6  — 

^0-47 

资料 来源： Lee  and  CampbelK  1997) 

注：除 标有星 号者外 ，所 有的柜 关都有 (K  001 的显 著性, 有星号 的数字 1 著性为 

0.01 —— 表示相 关显著 性低于 0.01。 找们的 计算中 ，所 有家庭 户都从 1774 年开 姶， 

荀 单和复 杂家庭 P 细目从 [789 年开妗 ，女 性出生 结束于 1M0 年， 男 性出生 结束于 

1873 年 。 价格依 据奉天 府年乎 均水平 调整； 出生 率和死 亡率来 自道义 及其附 近社区 ， 

a, 有两 对及两 对以上 夫妻的 家庭户 & 

h-  R 有一对 夫妻的 家庭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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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中国 人口体 系中， 旨在控 制特定 的出生 、结 婚和死 

亡 的多种 机会意 味着， 对经济 条件的 反应能 够因人 而大异 3 最 

近已经 有一系 列技术 可以用 来分析 这种个 人反应 的水平 

然而 ，迄 今为止 ，大多 数中国 人口史 研究都 集中于 辽宁省 的人口 

和 死亡率 (溺婴 排除在 外)， 而死亡 率对社 会和经 济变动 的反应 

要小 于生育 率甚至 婚姻， 对短时 间的变 化也更 不敏感 (Campbell 

and  Ue， 1996, 即将出 版）。 尽 管如此 ，这 些结果 也已经 揭示出 

许多 持别容 易受到 经济条 件变化 影响的 社会关 系或关 系的组 
A 
in  o 

结果是 ，我 们现在 能够评 价歧视 、特权 、影响 和部分 掩藏在 

懦学等 级制后 面的疏 远之间 的微妙 差别。 例如， 正如我 们可以 

期望的 ，当 女性 孤儿被 忽视时 ，男性 孤儿则 受到其 他家庭 成员的 

关注。 辽宁女 性孤儿 的死亡 率要大 大高于 双亲中 至少有 一位在 

世的女 童, 而男性 孤儿的 死亡率 则与其 他男童 相似。 更 令人惊 

奇 的是， 婆 婆对她 们的儿 媳妇 是有帮 助的。 如果婆 婆在世 ，不 

管 其年龄 如何， 已婚妇 女的死 亡率都 较低。 年 轻寡妇 （16 — 35 

岁） 的死 亡率大 体上要 髙于同 龄的已 婚妇女 ，而年 长寡妇 U6 — 

55 岁） 的死亡 率则与 同龄已 婚妇女 相似。 老年男 子对妻 子的依 

赖 程度要 高于妻 子对他 们的依 赖:老 年妇女 <56 — 75 岁） 并不受 

其丈 夫在世 与否的 影响， 而老年 男子若 是鳏夫 的话， 则 死亡率 

较高。 其间， 即使 男孩子 和孙子 被认为 是老年 保障的 形式， 无论 

是男性 老人还 是女性 老人的 死亡率 ，似乎 都未因 儿子或 孙子在 

世 而有所 降低。 

这种分 析显示 了家庭 能够减 轻经济 条件直 接冲击 的程度 

( Lee  5tid  Campbell,  1997  J Campbell  and  Lee, 即将 出版） c  在辽宁 

省 ，按照 家庭成 员的地 位和血 缘关系 的远近 区分， 其死亡 率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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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 格高时 一般要 小于价 格低时 ，这 可能因 为在较 奸的年 景中， 

家 庭成员 不能平 等分享 増加的 收入。 家庭 中的特 权成员 占用了 

过 多的剩 余产品 ，致 使那些 特权较 少的家 庭成员 的状况 并不比 

坏 年景时 更好。 价格上 涨时, 死亡 率差别 缩小了 t 是因 为 家庭特 

权成员 对生活 资料的 消费降 到了与 特权较 少的家 庭成员 相同的 

水平 。 换言之 ，外 部压力 减少了 等级的 利益。 [n] 

人 口增长 

历史上 ，一 种以 低女性 存活率 和低已 婚生育 率为主 的人口 

机制 ，使 中国人 口直到 近代以 前在总 体水平 上维持 低增长 —— 

年 平均增 长率低 于万分 之五， 远低于 其他地 区的人 口增长 

率。 [I4] 这些 调整使 一种内 均衡的 人口体 系在中 国几乎 保持了 
2000 年。 在公元 1 世纪， 中国人 可能已 经多达 7500 万 。到 

noo 年， 尽管 中国疆 域扩大 了两倍 以上, 但中国 人口也 只有原 

来的 两倍。 

1S 世纪初 ，这 一切都 变了。 1750 — 1950 年间 ，人口 几乎增 

加 了两倍 ，从 2.25 亿增至 5.80 亿 ，年 平均增 长率为 5 二 。自 

1950 年起， 中国人 口翻了 一番， 从 5.8 亿増至 12 亿, 年 平均增 

长率几 乎达到 2%。 换言之 ，人口 增长在 每个阶 段增加 T 一个 

数量级 。 

中囯 生育率 转变与 典型的 西方转 变完全 不同。 图 7.4 复制 

了  一个由 朱达‘ 马特拉 (judah  Maras) 和其 他人描 绘过的 矩阵， 
把 中国的 转变和 其他地 方的转 变作了 比较。 诙矩 阵裉据 早婚和 

晚 婚及高 生育率 控制和 低生育 率控制 ，确 定了四 种类型 的生育 

率体系 （Matras,  1965；Macfarlane,  1986)。 正如马 尔萨斯 应该会 

预 言的， 西欧社 会特别 是英国 的人口 转变， 遵 循着从 C 到 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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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峤 

晚娇 
- |Hj  // 
—— 巾 M 

图 7t4 中 国和西 方的人 口转变 

路径 :结嬙 年龄已 经相对 较晚， 而 生育率 转变基 本上只 涉及从 

无 控制的 生育率 到有控 制的生 育率的 转变。 比较 之下， 大多数 

发展 中国家 的生育 率转变 都既要 求生育 率控制 t 也要求 推迟婚 

龄 ，这意 味着从 A 到 D 的 运动。 

中国遵 循了一 个更为 复杂的 路径。 中 国的生 育率转 变既不 

同 于西方 的转变 .也 不同于 为发展 中社会 所设定 的一般 模式。 

它是 首先从 B 转变到 A, 此 后才从 A 转变到 D。 与历史 上西欧 

人 口相比 ，生育 率最初 处于某 些控制 之下。 但是 ，随着 18 世纪 

经济 机会的 增加和 20 世 纪家庭 权威的 削弱， 中国 的生育 控制松 

动了 ， 生育率 体制从 B 转变到 A。 由此形 成了人 口增长 的两个 

阶段: 一个是 持续了  2 个多 世纪的 人口缓 慢增长 ，从 1700 年的 

L5 亿增至 1900 年的 5 亿 ，一 个是近 期的人 口爆炸 ， 仅仅 50 年 

中， 人口翻 了一番 ，从 1950 年的 5. 8 亿增至 12 亿 以上。 而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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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 又引起 了恢复 人口控 制的集 体愿望 ，产 生了当 前的计 划生 

育规划 ，使 中国从 A 转变到 [X 

第 一阶段 ：经济 机会的 增加。 从 B 到 A 的第 一阶段 似乎主 
要是 对经济 机会 的反应 。图 7.5 描 述了中 国人口 体系的 反应。 

当父母 们意识 到就业 机会增 加时， 婚姻抑 制和溺 婴就会 减少。 

伴随着 溺女婴 现象的 减少， 结婚机 会向未 婚男子 开放。 在这种 

情况下 ，采 纳不同 的婚姻 形式就 不那么 合理了 ，对 任何非 真实亲 

属 的需求 也大为 减少。 

囝 7_5  人 口增长 和中国 的人口 体系， l«  ijr 纪到 2(1 世纪初 

在中国 ，这种 转变发 生在不 同地区 ，分为 两个阶 段：开 始时, 

边 境扩展 带来了 日益增 多的经 济机会 ，吸 引人们 离开他 们的家 

乡 到边境 地区去 定居。 同时 ，分工 的扩大 和随之 而来的 商业发 

展， 刺激着 定居竒 (门生 产更多 的剩余 产品， 这样 他们就 能够用 

粮食和 各种经 济作物 及工业 用作物 交换制 成品和 货币。 溺婴减 

少， 生 育率控 制松动 ，人 口随之 增长。 这种 变化在 18 世纪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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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 这一时 期逐渐 发生， 虽然 并不是 …成不 变和十 分普遍 

的 .JIV 作 为这种 农业扩 展和农 村劳动 集约化 过程的 结果， 第三章 

中已 有描述 ，中 国人口 惊人的 增长主 要发生 在农村 ，在任 何有可 

能提 供空闲 土地的 农村。 与西 方人口 增长不 同的是 ，中 国人口 

最初的 增长， 并不是 工业化 及与工 业化伴 随而来 的城市 化的产 

物。 与其他 处干相 似增长 阶段的 人口大 国相比 ，中国 城市人 a 

所占 的比重 增加十 分缓慢 。在 1700 年 ，中 国城市 人口至 多占到 

5% ，与英 国大致 相同。 但是 ，当英 国城市 人口在 1900 年激增 

至占 全国人 U 的 85% 和在今 天超过 90% 时 ，中国 城市人 口只增 

加到  1900 年的  10%  和 今天的 30%。 (De  Vries,  1984；  G. 

Skmnenl985) 在 中国， 大规模 的城市 化是一 种相当 近期的 、仍 

然很不 完全的 现象。 

相反， 在 最近的 二三百 年中， 大部分 的人口 增长都 发生在 

中国 的边賴 省份。 地图 7.1 显示了  1776— 1990 年分昝 人口增 

长率， 1776 年 是有相 对完整 人口报 告的第 一年， 1990 年则有 

能够 得到的 最近的 全国人 口普查 数据。 中 国本土 大多数 省份的 

人口增 长率与 0.5—1% 的全 国年平 均增长 率基本 吻合。 仅有 

的例外 主要在 长江下 游省份 ，其 人口 增长率 特别低 相反， 

中国 周边大 部分省 份的人 口都以 1  一 2% 的增长 率快速 增松。 

在长江 上游、 西南 持 别是 东北各 省\ 人 口增长 率异乎 寻常的 

高。 从 1S 世纪 晚期到 20 世 S 早期， 当长江 T 游区 域人 0 在全 

国人 U 中的 比例从 28% 下降到 17% 时， 西南区 域人口 增长了 

2 倍， 从 6% 增至 15%， 长江上 游人口 增加了  3 倍， 从 3% 增 

至 12%, 东北人 a 增长 了几乎 一个数 M 级， 从不足 1% 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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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__J  0.56-0,79% 

J  0-  0.55% 

地 囱？〗 屮国分 ::也 区的人 LH 增 K 率 ， I7^_  19W 

资科 ( 1 叫 ft) : 眺 靳武 扣妙中 (1990 

这 种环边 式的人 U 高增长 是移民 和自然 增长的 结果。 我 

们能 够确认 在最近 3 个世 纪中出 现的几 次连续 的内地 移民和 

边境定 居浪潮 （Lee  and  Wong,  1991； 葛剑 雄、 曹树基 和吴松 

弟、 1993； 葛剑雄 ， 1997) . 主要来 自长江 中游的 1000 万移 

K 移居民 江上 游。 来 自长江 中游和 上游的 3000 万移民 移居西 

南地 K  . 另有 120() 万移 民从华 北移居 东北。 数 以百万 的人更 

多的 是短距 离移动 一一 从 福建到 台濟、 从 江北到 江南、 队广 

东到广 西， 从 陕西到 甘肃， 从甘肃 到新餸 一 同时， 还有人 

移 卟， 到 东南亚 甚 £ 远的地 方。 尽管全 部移民 数字还 



不可 能完整 地重新 建构， 但中国 人口地 图上的 这些迁 移所造 

成的效 果却意 义深远 。在 18 世纪 中期， 对边境 定居最 具吸引 

力的 6 个省份 (西部 和西南 地区的 四川、 云南和 贵州； 东北地 

区的 辽宁、 吉 林和黑 龙江） 之 人口只 占全国 人口的 5%。 到了 

20 世纪 初期， 这些 省份的 人口已 经占到 了全国 人口的 25% 

(梁 方仲， 1980)o 

人口 增长， 换 言之， 是与清 末人口 地理流 动的急 剧增加 

分 不开的 （Lee,  1978,  1982b)。 我 们尚不 能确定 促成这 种移民 

浪潮 的持定 的人口 机制。 [⑻ 但我 们知道 地区间 有相当 大的差 

别。 大多数 定居若 主要来 自华北 和长江 中游。 这些定 居荞构 

成了  1776 年大约 1,2 亿和 1912 年 1  +  8 亿的常 住人口 一 占 

在籍 人口的 40-45% —— 以及 20 世纪初 几乎同 样大的 移出人 

口 （包 括后代 在内夂 在这些 地区， 人们 发现了 中国内 地和边 

境 地区存 在的新 的经济 机会， 并 以增加 人口满 足这些 工作而 

作出 反应。 

第二 阶段： 家庭集 体性的 衰弱。 中国 人口增 长的第 二个阶 

段， 是共 产党改 革所造 就的新 的经济 机会， 与中 国人称 之为社 

会 主义建 设的社 会关系 革命相 结合的 产物。 边疆 移民一 直继续 

到 I960 年。 在东 北的黑 龙江， 1954—1960 年 的年迁 入率为 

100%o 以上 —— 两 倍于全 国的平 均水平 。到 1960 年 ，黑 龙江每 

6 个居民 中就有 1 个 是外来 移民。 在建立 户口豎 记制度 之前， 

其他 5 个受欢 迎的边 境省份 （北 方的 内蒙古 t 西北 的甘肃 、宁夏 

和新 H 西部的 青海） 在 I960 年 以前都 有同洋 高的净 迁入率 (庄 

亚) L,  1995)。 但是 ，除 了山东 继续是 迁出省 份外, 大 部分新 

移民都 来自第 +次 周边移 民浪潮 定居的 省份。 此外 ，大体 而言， 

他们 在中国 人口增 帙和分 布上的 影响远 远低于 以前的 移民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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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1950 年 、这 6  ft 份的 人口总 计占到 全国人 口的 6%， 到 

1990 年、 ft 增长到 9% 。 

与 封建社 会晚期 的人口 增长相 比较， 20 世 纪的城 市移民 

在数量 上比周 边移民 更重要 。 1949 一  1957 年间， 尽管 农业总 

产 值甚至 未能翻 一番， 工业 总产值 却增加 了儿乎 6 倍， 重 _!： 业 

产出 增加了 〖0 倍。 [2n] 这一 迅速工 业化的 过程使 城市工 作岗位 

在 1949—1962 年间 增加了  3000 万个， 城市 劳动力 增加了  2 倍 

(国家 统计局 1982b,  17), 相 g, 同期 农村劳 动力只 增加了 

29%, 不 足一个 数量级 随后， 城 市人口 增长了  215%, 从 

1949 年的 5800 万增至 1959 年的 1  +  24亿， 而同期 农村人 n 只 

增加了  13%, 从 4. 84 亿增至 5. 48 亿 （庄 亚） L,  1995， 3)。 换 

言之， 20 世纪 50 年 代的生 育率， 像 19 世纪 50 年代和 18 世 

纪 50 年代的 生育率 一样， 主要是 对于经 济机会 增加的 反应。 

如果这 一时期 的生育 率在中 国能够 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 ，中 

国人 D 就不 会在 最近的 半个世 纪里增 长得这 样快， 可能 会比印 

度还 要低。 

但事 实并非 如此， 大跃进 之后的 1961 年， 农村人 口开始 

激増， 而且 在无控 制的情 况下持 续了达 十多年 之久， 一直到 

70 年代和 80 年代 成功的 计划生 育运动 为止。 图 7.  6 比较了 

1950— 19S7 年中 国械市 和农村 的总和 生育率 。在 50 年 代的初 

期和 中期， 城 乡生育 率大致 相同， TFR 接近 6 或 略低。 然后， 

两 若都在 1959-1961 年的大 跃进期 间下降 ，在 1963 年 又跃至 

7 或更高 <  但是当 城市生 育率在 1964 年迅速 下降到 5 以下， 

1965 年又 下降到 4 以 下时， 农村 生育率 一直到 1972 年 都保持 

在 6 以上， 从而 导致农 村人口 净增加 1.5 亿 ，超过 f 同期 全国 

人 n 增长的 4/5。 ill 



1950  1956  l%2  1968  1974  19S0  1986 
1953  1969  l%5  197]  1977  I93_1 年份 

」 人" 增氏  ■■- 农忖 UK  城 ih  TKK 

囝 中 囯的人 n 增长 和生宵 率， ]^5<1-1087 

资料  and  nun(l 呢 7) : 姚 fll  mi) 

换 言之， 中国 人口在 60 年代的 增长， 主要是 由持续 的农村 

卨 生育率 造成的 此外, 农村生 育率的 F 降远 比城市 更慢, 

并在 7() 年代后 期受到 阻滞， 导致国 家诉诸 独生子 女运动 等更强 

硬和 极端的 措施。 这种 高水平 的农村 生育率 是史无 前例的 。农 

忖和 城市生 ff 率之 间的鸿 沟也是 如此， 1%2~1092 年间 农村出 

1； 人 Lf 高达 5 亿， A 这川 年 M 巾围 增加人 丨丨的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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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城市和 周边地 Lx: 人 U 增加 不同 ，农 村人口 的大规 模增加 

f 以乎并 非完全 是经济 机会 的反应 ，更 多的是 人民公 社时期 ，农村 

集体化 导致的 家庭集 休和家 庭控制 弱化的 结果。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 实施的 t 地改革 ，使 大批农 民摆脱 了传统 中国家 莛的集 

体束缚 ，形成 了结婚 和分家 的普遍 高潮。 其 结果， 登记 的户数 

从 1947 年的 8621 万 增加到 1953 年的 1 亿 3385 万 （郭 志刚， 

1995,  扣家庭 规模相 应地从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 5 人或 5 

人以上 下降到 1953 年的 4.3 人 （同上 

家锃权 威迸一 步衰弱 .， 父母不 再对其 孩子的 财产或 人身拥 

有合法 的权利 （Levy， 19491C.K.  Yang,  1959), 新婚姻 法明确 

反对 包办 婚姻， 主张婚 姻自主 （ Buxbaumf  1978 ;  Whyte  1 990 , 

1993), 无论 是在城 市的工 作单位 (采 取工资 或酬金 形式） 还是 

在农村 的公社 (采 取工分 形式) ，参 与集体 生产的 报酬都 与个人 

相联或 直接发 给个人 ，不 再归 其家庭 （Parish  and  Whyte  1978), 

虽然这 场家庭 结构和 家庭控 制的革 命是无 意识的 t 但 它也是 

1949 年中 国革命 最重要 的成果 之-。 

紧随土 地改革 而来的 是建立 农村集 体经济 体制， 1958 年成 

立农 村人民 公社是 其高潮 在这个 包括了  99% 的农 村人口 ，持 

续到 1978 年才结 束的农 村集体 体制中 ，中 国农民 家庭不 必再像 

以前那 样计划 其人口 行为。 集体化 和公有 化意味 着食物 、住所 

和 工作从 根本上 不再是 家庭的 责任。 在大 多数村 庄中， 口 粮按 

人头 分配， 这就意 味着多 生一个 孩子， 家 庭就有 权多分 一份粮 

食和多 得经济 福利。 [24] 不 仅多子 女家庭 可以从 公社那 里多分 

粮食从 而得到 好处， 超生家 庭也不 会受到 惩罚： 换句 话说, 农村 

集体体 制只处 罚那些 低生育 的夫妇 （Nee,  1985)。 通过 提供免 

费的公 井教育 和健康 医疗， 公社和 国家使 家庭抚 养孩子 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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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 降低。 况且， 通过确 保所有 的人都 有工作 的权利 ，公 社体制 

允许农 民生育 而不必 过多考 虑个人 的后果 ，更不 用说总 体后果 

了。 ―方面 ，人民 公社可 能代表 了农村 经济集 体化的 极点, 

持 别是从 1957 年到 1959 年之间 ，另 一方面 ，公社 看来也 是个人 

人口最 大化的 极点， 由此产 生了中 国史无 前例的 60 年代 的人口 

大 爆炸。 

人口控 制的传 统集体 单位—— 家庭的 瓦解和 传统生 育抑制 

行为 的崩溃 ，导 致了中 国有史 以来最 快的人 口 增长， 由 于无制 

约的 高生育 率以及 同时出 现的戏 剧性的 死亡率 下降， 中 国人口 

R 在 30 年间 就增加 了一倍 ，从 5 亿增至 10 亿。 在新 的集体 

—— 国家 —— 充分 认识到 这种崩 溃所带 来的后 果之前 t 农村又 

持续了  10 年无制 约的人 口增长 ，额外 增加了  1  +  5 亿人。 今天, 

国 家已经 取代家 庭成为 人口控 制的集 体单位 ，并 建立了 人类历 

史上 最维心 勃勃的 、强制 的和成 功的生 育控制 规划。 计 划生育 

最终 成为社 会主义 国家的 国策。 

马 尔萨斯 式的人 口转变 要求个 人决策 ，而中 国的转 变却是 

一种复 兴的集 体意识 的产物 。 中国 计划生 育的迅 速发展 是由中 

国集体 考虑和 控制的 悠久传 统所推 动的。 因此， 中国有 能力在 

所有 人口大 国无法 达到的 最短的 时间内 完成最 大的人 D 转变。 

无论过 去还是 现在， 中国的 集体人 口过程 在阻止 人口的 过度增 

长和贫 困方面 都极为 有效。 

尽管 中国生 育率从 1965 年的 A 转变到 1985 年的 IX 类似 

于 古典的 人口转 变模型 ，但 实际上 它却遵 循了一 神根本 不同的 

模式。 中国生 育率下 降的特 征是计 划生育 中的绝 对主义 和强制 

性的 复兴， 而不是 思维的 或舆论 的文化 改变。 然而 ，计划 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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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是 与经济 改革中 同样积 极进取 的行为 同时出 现的。 一般认 

为， 市场 机制导 致个人 的人口 行为, 与这 种观念 不同， 中 国显示 

出 强化的 集体控 制和迅 速的经 济增长 的反常 并存。 

注释 

[1]  “在 婚姻推 迟期间 ，将超 出个人 生活必 需的所 得部分 进行储 蓄， 

以及培 养清醚 、勤劳 、节俭 的习惯 ，将 有助于 进人婚 姻契约 而不惧 怕其后 

果， 预防 性抑制 通过这 种方式 起作用 ， 不断使 继续增 松的人 口限制 在食物 

的羿 限内， 将会使 提髙的 T 资和 劳动者 婚前的 积蓄具 有真实 价值， （马尔 

萨斯 ，1803/1992, 218;  1826/1986。 475) 

[21 何炳棣 （H^  1969a,  1969b,  1975, 1977) 讨论 了能够 支持如 此稠密 

人口 的农业 体系和 鼓励人 口增长 的观念 系统。 

[3] 为了比 较死亡 率与出 生率对 人口增 长的相 对意义 ，我们 怍了一 

些模拟 计箅。 例如 ，假 定女嫛 死亡率 提高到 100%p 而 其他一 切条件 保持不 

变 ，300 年以 后人口 規模将 会降低 25%。 反之 ，假定 中国的 婚姻率 和死亡 

率保持 不变， 已婚生 育率提 高到英 国历史 水平， 同样的 300 年后， 人 口 规模 

会 增怯近 50 倍。 过去 300 年间， 在女性 普遍结 婚的条 件下， 与溺婴 相比, 

低生育 率对于 抑制人 口增长 显然起 丁更大 的作用 。 

[4J 己经有 一 批著 怍研究 封建辻 会晚期 和当代 t 国的 收养和 

弃婴 现象： 见沃尔 夫和黄 （ Wolf  and  Huang,  1980)； 约翰逊 、黄 和王 

(Johnson,  Huai>g  Baugh  an  and  Wang  Liyao,  1998) ； 王和李 （ Wang  and  Lee， 

1998): 梁其姿 （1997)。 

[

5

]

 

 

中国 收养比 例较大 t 部分是 由于在 近代早 期很多 西方国 家中收 

养是不 
合法的 

，也由 
于缺乏 

近代早 
期西方 

收养率 
的统计 

资料。 
然而 

，如今 

西方的 
收养率 

可以和 
中国的 

收荞率 
相匹敌 

。 例如 
，1986 

年， 美国上 
报的收 

养数宇 
（104088) 

与 登记的 
新生儿 

（380 
万〉 之比 超过了  

2.5%, 
(全 美收养 

委员会 
，19 料） 

[

6

]

 

 

见黑济 和落合 < Kurosu  and  (khiai ,  1995) 对 曰本德 川时期 收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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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 描述， 

[7]  据我 们对清 皇室贵 族收养 的分析 ，在 收养的 1204 个 男孩中 ，约 

30%在 1 罗前 收养， 一半在 5 岁多 收养， 20% 在 20 岁以上 ，5% 在 30 岁以 

上。 最 老的被 收养者 已年满 60 岁 （Wang  and  Lee,  l99S)t 在 A. 沃 尔夫和 

黄 (A.  Wolfed  Huang,  1980) 所 作的台 湾农民 人口硏 究中， 即使不 那么极 

端 ，情况 也是相 类似的 ，男性 的收养 ，大 约一半 都是在 男孩子 1 岁或 以上, 

15% 在 5 岁以上 。（表 15.4,212 页） 

[
8
]
 
 

甚至有 这样的 个案记 录：没 有亲生 孩子的 夫扫， 先收养 一个女 

儿， 然后再 收养女 婿作为 儿子。 

[
9
]
 
 

这种 收养不 仅发生 在养父 母在世 之时. 而 且也发 生在养 父母一 

方或双 方去世 之时。 甚至 夭折的 幼儿也 能够收 养他自 己 的儿子 ，虽 然实际 

的收养 是由家 庭其他 成员安 排的。 

[
1
0
]
 
 

这 显然是 清皇室 贵族的 情況。 朝 廷要求 皇族成 员从尽 可能近 

的 亲戚中 
收养。 只有在 

下述情 
况中才 

有例外 
，即 收养 者能够 

证明自 
己没有 

最近的 
亲戚。 贵族收 

养要获 
得批准 

，因 为皇族 
血统需 

要维系 
清楚的 

血缘记 

录 ，也 因为收 
养涉及 

权利和 
利益的 

变化。 寒妇 收养可 
以在被 

收荞儿 
子的名 

下获得 
津貼。 (Wang  

and  Lee,  1998) 

[

1

1

]

 

 

第一个 词的意 思是作 为继承 人过户 ^ 第 二个词 的意思 是领回 

家并抚 
养成人 

，更接 
近于养 

子女。 

[

1

2

]

 

 

艾蒂 安‘范 德沃尔 （Etienm  van  de  Walk) ( 1976) 是这些 研究的 

开 创者。 
他第 一个认 

识到这 
种基于 

个人水 
f 分析 的好处 

,并 将家庭 
重建的 

一些 课程应 
用到他 

们的分 
析中。 

奥尔持 
（Ahe『U988 

年对比 
利时弗 

维尔斯 
市妇 女的研 

究扩展 
了范德 

沃尔的 
方法， 

并使用 
了当町 

正在迅 
速发展 

的历史 

事件分 
析方法 

e 本持松 
(Bengtsson,  

1989、1993、 

1997) 
第一个 

将年价 
格和工 

资系 列结合 
进这个 

分析框 
架中。 

他的 著作把 
家庭中 

生命周 
期的事 

件分析 

与 经济条 
件中短 

期波动 
的研究 

结合在 
一起。 

这 两种先 
前分离 

的方法 
—— 

生命事 
件和时 

间数列 
^ ^ 的结合 

, 是许多 
正在进 

行中的 
研究的 

基础。 

[13J 这 个规律 有一个 例外。 旗人 职业造 成的部 分差别 ，实际 上随着 

176 



价 陪上幵 反而扩 大了： 这可能 是因为 当他人 来自农 业的收 入喊少 B 寸 ，对那 

些 有固定 国家薪 俸的个 人的持 权相比 之下更 突出了 

[14]  全世界 的年平 均人口 增长率 ，中 国除外 ，都快 了一倍 —— 几乎 

是  （  McEvedy  and  J ones,  1978  iBiraben*  1979) 

[15]  还 没有一 个人详 细描述 过这个 过程。 见李 （Lee,  197S,  1981 

1994) 和李及 3:.(Ue  and  Won^,  1991) 关于经 济机会 的增加 ，特 别是 迁移机 

会 的增加 之入口 效果的 讨沦。 

[16]  19 世纪后 半期长 江下 游地区 人口的 减少是 战争的 结果^ — 太 

平天国 起义. 但是 ，伯恩 哈特 （Bernhardt.  1992) 和 孪伯重 （1994) 指出， 即使 

在 1S50 年 之前， 人口 增长宰 和人口 茁力也 是比较 低的。 

[
1
7
]
 
 

施坚雅 （G.Skirmer，1986) 使用 李提供 的资料 ，指 出四川 的数字 

令人 怀疑。 尽 管如此 ，我 们仍然 能够区 分出两 个增氏 阶段。 世纪和 19 

世 纪以长 江下游 独特的 低增长 率和长 江上游 及西南 地区独 特的高 增长率 

为际志 ,20 肚纪 切则 以东 北地区 异常高 的增长 率为际 志。 

[18J 这 将要求 对抟 定的移 民社会 进行深 入的专 题研究 。 这 种研究 

- 直是美 国仕会 史屮的  t 主题。 如果 中国进 行这样 的研究 ，我们 将能够 

更奸 地理解 中図久 U 增长的 根源。 

[19] 例如 ，在 已 有官方 登 i 己资 料的 1954 年和 I960 年 IH, 山 东省年 

迁 出率从 32  增到 56.9%0, 净迁人 率只在 21.4L 和 1.7知 之间： 相比 

之下， il. 苏 有净迁 人率 波动于 3 1 1 1 和 4. 4%o 之间。 

[20〗 按 人民币 1952 年价 格计箅 >  获业 产值从 326 钇 元增至 604 亿 

元， 而 工业总 产值从 14fl 亿 元增至 7&4( 乙元 t 

[

2

1

]

 

 

据国家 统计尚 （1982b, 〗05) 计算。 1949 一  1952 年 ，增加 T 将近 

1000 
万 个城市 

L 作 机会 ，在其 
G 的 5 年间 增加了 

八百多 
万个， 

1957-1962 年间 增加了  
130t) 

" 个. 换言之 
，城市 

劳动力 
数量在 

]949 
年到 1962 

年间 

增加 「儿 乎 3 倍* 从 1530 
力增至 

4540 
万* 而农付 

劳动力 
H 增加了  

29%, 

从 1.  65 亿增至 
2.14 

亿. 

[22]  1959-1969 年粗死 广老 的比 较分析 指出， 尽赞 死亡率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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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 ，但它 在这期 间对全 部人口 增长的 作用并 未超过 25%。 

〔23] 尽管这 一增加 的户数 可能被 夸大， 因为民 国后期 的户数 存在漏 

登的 可能性 ，但毫 无疑问 ，家 庭户 的数童 实际上 在增加 ，这可 由家庭 平均规 

镇 下降而 证明。 这主要 是土地 改革的 结果。 1952 年 e 月 ，中国 政府将 

4600 万英 亩土地 再分配 给大约 3 亿农民 ，消除 了维持 和凝聚 大家庭 的经济 

羁绊 t 

[
2
4
]
 
 

尽管 公社最 终也要 求家庭 支付所 分口粮 的价格 ，但 其价格 R 是 

“成 本”价 。 此外、 公社经 常承担 那些无 力支付 的家庭 的债务 ，而不 中止或 
减少其 分粮的 权利。 例如 ，在 帕里什 和怀特 1973 年 调査的 2S 个广 东村庄 

中 ，只有 2 个村庄 分配锒 食仅以 社员的 工分为 基础, 而大多 纹村庄 分配锒 

食或者 以人均 为基础 ，或 者以 人均与 工分的 结合为 基础。 

[
2
5
]
 
 

约翰松 (Jobtson.〖994) 讨论 了这种 鼓励人 口增长 的传统 t 包括 

一些 农村制 度性的 措施， 如土 地分配 、农村 社会保 陣和保 健等， 他认为 ，即 

使没有 生育限 额政策 ，只 要改变 这些鼓 励人口 增长的 政策， 就会使 农村生 

育率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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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改 良的社 会状态 …… 的 实现将 …… 

直接 适用于 每个人 的利益 和幸福 。它并 

不 要求我 n 根据我 们不习 惯的动 机去行 

动； 不要 求我们 去追求 一般性 的利益 ，因 

为对 这些一 般性的 利益我 们可能 堙解不 

清楚 t 或因距 s 和扩散 而使其 效果被 w 

弱 。全部 的幸福 就是每 个人幸 福的结 

果， 并首先 从个人 开始。 不要求 合作。 

每一步 都脚踏 实地。 忠減 履行职 责的人 

将得到 丰厚的 收荻， 无论 会有其 他多少 

失 败者。 

—— 马 尔萨斯 （人口 原理 >(1803/1992,  226) 

马 尔萨斯 的遗产 

对干马 尔萨斯 来说， 建 立在个 人考虑 和自我 利益基 础上的 

人 口体系 能够保 证集体 利益。 为了 改善他 们的状 况和支 持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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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通过 推迟结 婚以积 累资金 ，人们 就能够 在提高 生活水 平的同 

时 抑制人 a 增长。 换言之 ，正 确的决 策要求 自我利 益而非 合作。 

反之， 在集体 利益刺 激下， 以 牺牲自 我 利益为 代价的 决策， 马尔 

萨斯 认为是 不切实 际的。 

马尔萨 斯强调 个人作 用和考 虑自我 利益之 说并不 是新观 

点。 他对 改善人 类福利 的许诺 也不是 新的。 18 世纪 后期和 19 

世纪 初期是 以关注 国家利 益转向 个人福 利为抟 征的。 因此 ，早 

期 的古典 经济学 家追求 的是推 动个人 福利和 缓解贫 困与痛 

苦。 ⑴ 
马尔 萨斯在 非西方 世界和 非近 代西方 区别了 几种能 够抑制 

人口增 长的集 体社会 ，但他 认为这 些社会 只是在 小范围 内有效 

(1826/1986,  140), 它 们的功 利性的 、优生 性的解 决方法 一 溺 

婴 、计 划生育 、限 制婚姻 、高比 例收养 一 ^都 是非常 令人厌 恶的。 

此外, 他认为 尽管集 体性的 财产制 度鼓励 生产， 但 同时也 会加速 

“苦难 和堕落 1826/1986,502—503)。 对于 马尔萨 斯来说 ，中 

国 就是这 种集体 制度的 例证。 一 方面， 中 国国家 使一切 能够种 

植 的东西 生产最 大化。 [2] 另一 方面， “对婚 姻的格 外鼓励 ，造成 

国家 诸多产 品被分 割成非 常小的 份额， 并因此 使中国 的人口 ，相 

对其 生存条 件来说 ，比或 许世界 上任何 其他国 家都多 。” （同 上， 
369) 马 尔萨斯 认为， 这种刚 够维生 水平的 社会是 弱小的 个人财 

产权 与强大 的集体 政体的 产物。 

中国 的现实 

但是 ，中 国的人 口体系 ，尽 管是规 模最大 ，同 时是集 体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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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仍 然能够 首先通 过家庭 然后再 通过国 家的控 制规范 人口的 

增长 ，因而 极大地 避免了 贫困。 此外 ，当人 口的发 展反映 了集体 

对 新增劳 动力的 需求时 ，这 样的增 长就是 富裕而 不是贫 穷的象 

征。 換言之 ，中 国人口 的成功 > 是建 立在集 体控制 而不是 个人抑 

制 之上。 这种 控制在 中国的 实施, 是通过 不同层 次的社 会组织 

进 行的。 在 本章中 ，我 们将讨 论两个 极端的 、可能 最有影 响的层 

次 ：家庭 和国家 

家 庭 

过去 和现在 的中国 人口行 为主要 是家庭 体系的 产物。 与西 

欧不 同的是 ，西 欧的社 会组织 来自悠 久的个 人主义 的观念 传统, 

而中 国的集 体组织 则植根 于一种 以家庭 为中心 的政治 经济传 

统。 作为 一种等 级制和 父权制 的社会 制度， 中国家 庭根据 年龄、 

排行 、性 别和辈 分清楚 地规范 了每一 位家庭 成员的 责任、 义务和 

权利。 当角色 随着生 命进程 变化时 ，个人 的权利 和义务 也随其 

在家庭 等级中 位置的 变化而 变化。 因此， 家庭的 社会化 要求依 

据一套 复杂的 原则， 确 立多重 的个人 角色。 

理想 的家庭 模式是 已婚的 儿子与 其父母 居住在 一起。 虽然 

在理 论上遗 产是可 分的， 但在岛 屿省份 台湾和 边疆省 份辽宁 ，即 

使 家长去 世之后 ，许 多家庭 仍然会 合住在 一起。 ( Finegan, 

1988) 对这 两个省 20 世纪初 之前中 国家庭 结构的 实证性 的纵向 

研究 显示， 大部 分人口 生活在 复杂的 复合家 庭之中 （A.Wolf, 

1985a； Lee  and  Campbell,  1997)0 尽管这 种模式 在其他 地方井 

不 一定如 此普遍 ，而且 家庭户 也相对 简单， 但家庭 关系和 家庭义 
务 仍然很 复杂。 

个 人角色 可能隨 着家庭 结构的 变化而 变化， 但是家 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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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集体组 织并不 改变。 不 管其住 在哪里 ，中国 家庭都 是一个 

单位。 家庭的 决策立 足于家 庭和户 的利益 ，而非 特别的 个人利 

益。 家 庭成员 彼此提 供物质 和情感 支持。 他们也 要求个 人对家 

庭集体 利益的 牺牲和 忠诚。 其结 果是， 基 本的决 策单位 是扩展 

的家庭 和户, 而不是 个人或 个别的 夫妻。 

这种 集体决 策在人 行为 中特别 普遍。 人口 事件， 诸如出 

生 、婚姻 、迁 移和 死亡， 都对 家庭生 活和家 庭经济 有着直 接的和 

决定性 的影响 P 它们决 定家庭 规模、 结构并 最终决 定家庭 福利, 

因而这 些事件 重要到 了不能 由个人 说了算 J4] 婚姻 、生 育以至 

死 亡都要 通过个 别交谈 和集体 决策来 决定。 个人 的满足 从属于 

集体 利益。 

为了 确保执 行这些 决策， 所有的 家庭， 不论 其关系 构成如 

何, 都由家 长进行 控制。 家长对 所有家 庭成员 拥有绝 对权威 ，包 

括他 的妻子 、孩子 、年少 的亲戚 (弟弟 妹妹、 表弟妹 堂弟妹 和侄子 

外甥) 及其 家庭。 他 控制着 作为生 产单位 和消费 单位的 家庭经 

济。 他是家 庭牧师 ,也 是家庭 法官。 在许 多古代 家训中 反复引 

用的 基本组 织原则 可以简 述为， “凡诸 卑幼、 事无 大小， 毋得专 
行 ，必 咨禀于 家长。 

中国社 会的组 织原则 来自儒 家传统 ，概括 为五# 人 际关系 

(五 伦) ：君 一臣， 父一子 t 兄 一弟， 夫一妻 t 和 朋一友 三个普 

遍 原则是 众所周 知的： 代际 原则， 即父为 子纲; 年 龄原则 ，即长 

为 少纲； 性 别原则 ，即男 为女纲 ，持别 是夫为 妻纲。 例如， 父母 

有合法 权利体 罚甚至 处死不 听话的 孩子。 [7] 只有 无故杀 子的父 

母才 被处罚 t 但是至 多杖责 100 下， 或者 ，在 1910 年修订 的“改 

革” 法典中 ，罚银 15 两。 另一 方面， 对不孝 行为的 最轻处 罚也是 
杖责 100。 不 从或非 礼可以 被处以 流放。 辱骂或 抗拒父 母责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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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以被 处死。 父 母至少 在理论 上拥有 对孩子 的绝对 权力。 

从秦代 (公 元前 221 —前 206 年) 到清代 < 公元 1644—1911 

年） ，中 国历代 王朝, 都是依 靠家庭 以强化 社会秩 序的。 因此 ，他 

们在设 计政治 机构时 都遵循 着家庭 原则。 例如， 历朝法 典都强 

调 了家庭 对个人 人身和 财产的 特权。 根据 残存的 第一部 帝国法 

典 —— 《秦律 >, 父母 有权控 制自己 孩子的 财产。 [8] 他们 也对自 

己孩 子的人 身拥有 权利。 不 孝行为 是一项 重罪。 而且 ，这 

种 权威扩 展到父 母之外 ，至 少到袓 父母。 [11] 换言之 ，所 有年龄 

的孩 子都没 有“人 权”; 他 们只能 孝顺地 服从。 

到清朝 ，在最 后一部 帝国法 典<大 清律例 >中， 父 母对“ 子女” 
的人身 和财产 的权力 扩展到 了包括 性别、 辈分和 亲属等 级所描 

绘的 整个亲 属关系 网络。 「l2U 大清 律例》 甚至要 求对远 支家庭 

关系都 要用难 以置信 的精确 性在所 有法律 过程中 加以区 

分 d ⑴因此 ，清 刑法 案例记 录一成 不变地 将所有 家庭关 系纳入 

“ 五服” 之中， 叩通行 的高曾 祖一高 祖一曾 祖一祖 父母， 偶尔甚 
至 超过这 神宽泛 的界限 在确定 许多罪 行时， 依赖罪 犯和受 

害者之 间的家 庭关系 的程度 ，就 像依赖 犯罪行 为本身 一样。 tiSJ 

少者对 长者的 暴力行 为可能 是一项 重罪。 而长者 对少者 的同样 

行 为则可 能是轻 罪甚至 不构成 犯罪。 关系 越近， 罪就越 重或越 

轻。 

但是, 如果家 长是一 个暴君 ，其 行为也 会受到 高度发 达的义 

务 和责任 的道德 法典的 束缚。 他要 为家庭 的福利 负责。 他的角 

色应该 是一个 领导者 、分 配者， 而不是 一个自 我极端 主义者 。儒 

教简洁 地表达 了这种 思想， “ 有囯有 家者， 不患 寡而患 不均” 

(XVI,138)ti7^： 

在最 基本的 权利中 ，专 制的家 长需要 为家庭 成员特 别是女 183 



性 成员提 供的， 是结 婚和组 建家庭 的普遍 的人口 权利。 中国人 

深切 地相信 ，结婚 和生儿 育女是 普遍的 权利。 我 们已经 看到这 

些权 利如何 克服了 人的生 理界限 t 并忽略 了财产 权利。 事 实上, 

中国之 所以未 能发展 出一种 类似西 方奴隶 制的非 自由劳 动者制 

度， 原因之 一就是 主人有 义务让 女奴和 女仆与 新主人 一 她们 

的丈 夫结婚 (Elvin,  1973)  o 

作为家 庭领导 者, 家长 必须使 每个家 庭成员 乃至家 长个人 

的 行为服 从家庭 利益。 表 8.1 和 8.2 概 括了辽 宁 农村分 年龄组 

的 结婚比 例和儿 子数量 ，显 示出家 庭位置 明显影 响着结 婚和生 

育的 时间和 槪率。 在 长辈亲 属中， 家长比 同辈的 其他任 何人结 

表 &  1 按年龄 及家庭 关系分 组的已 婚男性 比例, 辽 1792 — 1873 

关系 
15-20 

多 家庭户 

w 长 

兄弟 

堂兄弟 

叔伯 

儿 子 

堂侄 

合计 

非多 家庭户 

总计 

样本数 

52  54 

27  183 

37  257 

951 

26  634 

38  1 L5 

3]  2«74 

L0  1282 

25  4156 

26-30 

样本数 

196 

427 

286 

52 
995 

395 

S4 

2772 

1063 

3*35 

资料 未诹： and  CampbelK  IW): 

注： 对異体 关系的 H 箅 H 计家 lc 在 世的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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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枓来 派丄扣 and  Campbeil(l997)c 

注：对 具体关 系的计 算只计 家氏在 世的户 

婚 更早， 有 更多的 孩子。 同 样地， 在 晚辈亲 属中， 他们的 儿子一 

般比 同辈其 他人结 婚要早 ，有 更多的 孩子。 但是， 当家长 带头早 

结 婚早生 育时， 他不 能否定 其他人 的这种 权利。 结 果是， 尽管在 

家长及 其直系 家庭成 员和其 他同居 亲属之 间的较 年轻组 中有明 

显的 差异， 这个差 异在中 年时也 会完全 消失。 进一 步说, 如我们 

在图 4.7 中所 见到的 ，在可 能允许 其他家 庭成员 有完全 正常的 185 



子 女性比 例时， 家 长则被 要求拥 有更多 的儿子 t 由 此可能 导致溺 

杀 更多的 女孩。 所以， 溺婴是 较高的 生育率 的当然 结果。 

国 家 

过去许 多国家 政府的 收入主 要来源 于税收 和疆土 扩张， 与 

之不 同的是 ，中 国政府 更多地 依靠劳 役而不 是物质 的获取 

因此 ，中 国政府 的权力 特別依 赖其动 员和组 织人口 的能力 

这种财 政哲学 不只是 有助于 国家的 基础， 也有助 于中国 政治制 

度的 生存。 

为了组 织人口 以进行 有效的 动员， 中国国 家早在 公元前 5 

世纪就 发展和 完善了 全国户 籍登记 制度。 这样， 所有的 中国人 

不仅很 早就有 了姓氏 和个人 的名字 ，而且 他们也 被高度 社会化 

以眼从 国家组 织和人 a 过程的 规则。 事实上 ，为 了干预 人口过 

程的各 个方面 ，每个 朝代都 制定了 明确的 法律和 政策。 有些朝 

代规定 了结婚 的理想 年龄。 [2G] 有些朝 代制定 了对生 育的奖 

励、 规 定了婚 内抑制 的场合 J22] 禁 止溺婴 [23]、 并完 善了对 

迁移的 控制。 [24] 

最重要 的是， 由于 中国的 国家组 织立足 于人身 而不是 物质， 

所 以中国 的法律 和社会 体系规 定了人 身权利 和义务 的继承 ，这 

远比 个人或 财产权 力的继 承更有 力和更 复杂。 根 据这种 观念， 

没有人 的权力 ，只 有人的 权利和 义务。 实际上 ，大 多数个 人确实 

没有 绝对的 财产权 正 如中国 的父母 对其孩 子有财 产权力 

一样 ，中 国的国 家也对 个人拥 有财产 权力。 在 理论上 ，中 国国家 

像中 国家庭 一样， 是 高度专 制的。 正 如大量 案例研 究所记 载的， 

没有任 何制度 可以约 束皇权 、所 能约 束皇权 的只有 真实的 距离、 

历史 、个 性和技 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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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就 像中国 的家庭 一样， 中 国的国 家在建 立其合 法性和 

存在基 础时, 也是以 服务于 集体利 益为前 提的。 按照儒 教的教 

义，一 个好政 府最基 本的责 任之一 就是要 保证人 民最基 本的权 

利 ：食物 、衣服 和住所 J27] 做不到 这一点 ，不 仅违 背了政 府应有 

的基本 道德行 为准则 ，而且 可能导 致社会 动荡并 最终导 致体制 

的 瓦解。 因此 ,过 去的中 国国家 ，不 仅组 织了大 型公共 事务项 

目 ，如灌 溉和道 路建设 ，而且 也通过 庞大的 国家仓 储系统 提供日 

常的 救济。 (Will  1990； Will, Wong  and  Lee,  1991) 

从 这种意 义上说 ，最近 半个世 纪中的 国家政 策只是 简单地 

继续 和扩展 了上述 传统。 但是 ，现 代国家 最初关 心的首 先是将 

个 人特别 是妇女 从“封 建”社 会的压 迫与权 威下解 放出来 。因 

此 ，最早 的一些 法律不 仅规定 了最低 婚龄， 而且也 规定了 婚姻的 

类型 。 为了提 高妇女 地位, 法律明 令取消 了包办 婚姻和 未成年 

婚 ，鼓 励入赘 式的婚 后同居 方式。 法律 要求妇 女参加 工作并 

实行同 工同酬 虽 然这些 法律大 大消弱 了家庭 的权威 ，但家 

庭 本身并 不是国 家所要 打击的 目标。 实际上 ，现 代中国 是世界 

上惟 一在法 律中规 定了子 女有责 任磨养 父母的 国家。 

除此 之外, 一直到 60 年代 人口爆 炸之后 ，国 家才幵 始实施 

人 口计划 和人口 控制。 它强 化了对 迁移的 控制， 制定了 计划生 

育 规划。 该 规划不 仅要求 晚婚， 加大生 育间隔 t 甚 至还主 张家庭 

规 模小型 ft。 这 些努力 的成功 ，是 对中国 政府权 威与合 法性的 

一 个检验 ，也是 其权力 结构和 强制性 能力的 产物。 尽管 现代的 

中国国 家表面 上受制 于宪法 和法律 条文， 但中国 政府已 经在其 

存在的 第一个 50 年 内至少 6 次修订 了宪法 在创建 一个全 

新的社 会和经 济形式 的革命 目标激 励下， 国家实 际上已 将其活 

动扩展 进每一 种社会 组织和 个人行 为中。 然而， 与将社 会动员 

187 



政策 建立在 家长制 基础之 上的中 华帝国 不同， 现 代国家 政令要 

创建的 不仅是 繁荣的 经济， 而且也 是一个 平等主 义的有 凝聚力 

的 社会。 国家 因此动 员人民 大众将 国家目 标与集 体利益 结合起 

来 ，并 依靠民 众的参 与使之 实现。 

强制 力从国 家的正 式组织 扩展到 “百姓 ”身上 ，需要 有两种 
现象的 矛盾性 并存， 即从中 央到民 众的空 前的权 力下放 和共产 

党领 导下的 权威日 益集中 方面 ，国 家将计 划生育 作为国 

家社会 和经济 计划的 一部分 ，对 其实 行中央 集权； 另 一方面 ，国 

家制 定了公 众对实 现这些 目标的 责任。 个 人不仅 要为自 己的人 

口行 为负责 ，而 且也要 负责监 督其周 围人的 行为。 抑制 不再只 

是一种 个人人 口决策 ，而 且也 是全国 的政诒 目标。 

这个 现代的 国家能 眵实行 程度空 前的人 口控制 ，是 由于其 

对经济 空前程 度的直 接控制 （Riskin,  1986)。 集 体性的 全国经 

济不仅 到造了 一个国 家赖以 实行控 制的组 织系统 ，而且 也产生 

了一 种被拔 高的集 体化意 识和责 任感。 利用这 种新的 集体意 

识 ，国家 能够动 员民众 ，通 过政治 运动钳 制反对 派观点 t 并使国 

家 目标与 政策内 在化。 所以 ，民众 变成了 新的明 确的集 体目标 

的 共同实 践者。 

与这种 强制相 联系的 直接层 次不再 是中国 家庭， 而 是城市 

的单位 和农村 的村庄 。⑴] 通过这 些国家 控制的 单位将 人口组 

织 起来， 国家 有效地 把经济 、社 会和 政治控 制结合 进一个 机体之 

中。 这些 组织不 仅是生 产单元 ，而 且也是 消费和 分配的 单元。 

它们不 只是经 济实体 ，也 是社会 和政治 机构。 个 人依靠 其工作 

单位 ，不 只是为 了收入 、住房 、食 物补 贴和健 康医疗 ，也为 了得到 

结婚和 生育的 许可。 因此, 违反计 划生育 政策的 个人不 仅要冒 

被拒 绝提升 、失 去工作 或农田 之险， 而且 也会失 去诸如 公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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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公 共教育 和公费 医疗等 利益。 

当然 ，在某 些方面 ，“ 单位” 类似 于传统 的中国 家庭。 单位领 

导 ，像过 去的家 长一样 ，负 责组 织生产 、分 配福利 和实施 道德控 

制。 单位成 员分享 同样的 权利和 义务， 并 被期待 在必要 时为集 

体利 益作出 牺牲。 因此 ，现代 中国既 发展了 对单位 的强烈 依赖, 

也 发展了 对单位 的期望 然而, 当这些 权利依 然根据 同一套 

原则 —— 年龄 、性别 和辈分 ——被分 配时, 它们也 扩大到 包括了 

政治态 度和道 德品行 等标准 更重 要的是 ，家 庭是一 种主要 

由亲 情所确 定的普 遍性的 组织， 而单位 却已经 发展成 为 一种曰 

益 抟殊性 的组织 ，它 建立在 被称为 〃关系 ”的个 人联系 之上。 [%] 

为 了避免 "关 系”的 滥用， 国家 扩大和 增强了 对政治 家的监 
察 。从 1991 年起 ，所有 级別的 政府官 员不仅 要对自 己 服从政 

策负责 ，也 要为 其下级 负责。 违反 计划生 育配额 意味着 降级乃 

至 免职。 作为这 种制度 的结果 t 以“一 票否决 ”而闻 名，地 方官员 

利 用一切 可以利 用的方 法强制 推行计 划生育 ，这 既是为 了集体 

利益, 也是为 了他们 自身的 利益。 [37] 然而 ，城市 官员能 够较容 

易地 强制推 行这项 政策， 因为“ 单位” 具有经 济和政 治手段 ，而在 
松散 的农村 地区， 没有这 种手段 ，官 员们只 能诉诸 体罚和 暴力。 

(Aird,199D) 

此外 ，传 统中国 的国家 依靠绅 士在农 村地区 传播和 推行儒 

家道德 观念， 而现代 的国家 除了依 靠居于 社会中 间层的 工作单 

位和干 部外, 还依靠 一种由 工作和 居住地 的社会 控制所 编织的 

网络 ，宣传 公共意 识和实 施社会 压力。 [3S] 但是， 集体利 益和国 

家 目标的 结合， Li 经 完全超 出工作 单位并 深深地 渗入到 现代社 

会 之中。 其 结果， 任何 违反公 井政策 的个人 .几 乎在他 或她有 

人际接 触的任 何地方 ，都被 置于持 续的公 共监督 和公共 耻辱之 



下。 这 神来自 公共 现念的 压力， 称之 为 “舆论 '在 集体社 会中起 

着曰 益 重要的 作用。 这 一从儒 教观念 (五 伦) 到现 代赞同 （舆 论) 

的转变 ，是 与中国 社会从 家庭到 公共文 化的变 化相一 致的。 

中国 人口体 系一直 是按照 集体原 则而非 个人原 则运作 。在 

封建社 会晚期 ，集 体目标 处于家 庭的水 平线上 ，并 通过共 同生活 

的家 庭成员 的日常 协商及 合作而 实行。 在现 代中国 ，集 体目标 

被 提高到 国家的 高度。 目标 的实施 在很大 程度上 要依靠 中间层 

组织如 “单位 ”或“ 村庄” 的配合 与强制 ，同 时它也 要严重 依赖公 

众舆论 所造成 的无所 不在的 压力。 

计 划生育 规划无 疑是中 国政府 近期最 成功和 最有成 效的政 

策 之一。 一 项分析 估计， 1970—1987 年间 生育率 下降的 一半以 

上 都是计 划生育 的直接 成果。 ( Feeney  and  Wang,  1993, 似） 在 

中国 ，人 们普遍 地同意 ，为了 限制人 口增长 ，需要 有某种 计划生 

育 的规划 ，而这 种政策 带来的 痛苦主 要集中 在如下 一点： 目标是 

每个 家庭只 能有一 个而不 是两个 孩子。 无 论在政 府中还 是在学 

术圈内 ，有 关计 划生育 的讨论 ，并不 集中在 这一政 策是否 必要， 

而是 集中在 政策应 如何实 行上。 [39] 因而争 论的问 题是: 农村地 

区 每对夫 妻拥有 孩子数 量的准 确目标 ，如 何严格 地坚持 这个界 

限 ，应 该怎样 通过处 罚与鼓 励相结 合的方 法使人 们服从 既定政 

策 ，从而 促成生 育数量 的调整 （ Greenhalgh  1986,  1993；  Zeng, 

19S9,  19% }, 对 计划生 育政策 的需求 被如此 广泛地 接受， 以至 

于在 1989 年春夭 ，当 数以百 万的中 国人浦 向北京 街头和 其他地 

方， 表达他 们在众 多政治 和社会 问题上 对政府 的不满 时, 竟然没 

有 一项批 评是针 对计划 生育政 策的。 

当中 国政府 力图通 过类似 的运动 ，传 播内容 繁多的 现代政 

策 和共产 主义价 值观时 ，没 有一项 像计划 生育这 样获得 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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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其 他运动 ，不管 其目标 是政治 的还是 经济的 ，都令 人感到 

对一部 分人更 有利， 十 划生育 运动则 被认为 同等地 有益于 

每 个人。 其他运 动要求 特定群 体作出 较多的 牺牲, [41H 十划生 

育 规划则 要求人 人作出 栖牲。 当其他 运动是 以忠实 于一党 

一 派为特 征时， 计 划生育 规划则 被设计 为全民 性的, 完全 没有例 

外。 [43] 与其他 运动不 同的是 ，它 几乎 没有什 么腐败 每一个 

人， 无论有 什么政 治势力 还是经 济实力 ，都要 限制其 生育。 事实 

上, 领导者 尤其要 成为正 确行为 的个人 典范。 

此外 ，正 如封建 国家以 法律规 范和道 德说教 相结合 来强化 

“五伦 ”的儒 家价值 观一样 ，当 代国 家则通 过严厉 的全民 实施和 
广 泛的全 民教育 强化计 划生育 政策。 除了 第六章 讨论过 的正规 

的计划 生育工 具和机 构组织 之外， 计划生 育也是 婚前教 育的一 

部分。 它也是 开始于 小学的 性教育 的主要 内容。 [45] 事实上 ，计 

划生育 几 乎取代 了当代 媒体中 的革命 辞藻。 广告 、报廊 、黑 板、 

书籍 、卡通 、磁 带、 CD 盘 、喜剧 、电影 、新闻 、绘画 、戏剧 、诗 、海 

报 、广播 、歌曲 、电视 、录 相、 VCD， 甚 至网站 ，当然 ，还有 大量的 

讲话 和无休 止的团 体会议 一 都被 用于只 要一个 孩子的 宣传。 

其结果 ，计划 生育不 仅处于 当代中 国公民 文化和 政治文 化的中 

心. 它也成 为流行 文化及 大众观 念的一 个重要 方面。 

中国 公众对 计划生 育规划 目标的 广泛接 受和深 信不疑 ，使 

国家的 作用和 公众的 高压合 法化。 与西方 的观察 家不同 ， 即使 

许多中 国人对 国家高 压太过 分时造 成的牺 牲者表 示同情 ，他们 

也相 信这种 栖牲是 必要的 ，过 火行为 可能是 不可避 免的。 根 
I 

据这种 看法、 他们 对于强 迫流产 和绝育 的矛盾 心理, 可能 类似于 

从前在 一对年 轻夫妇 不得不 溺婴或 弃婴时 ，其 家庭 成员的 心理。 

所有的 集体社 会都会 在更大 利益的 名义下 要求许 多个人 怍出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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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但是， 在中国 文化中 ，这 种牺牲 不仅被 认为是 必要的 ，而且 

照例 会受到 赞扬。 现 在在计 划生育 中较少 这样怍 ，那 只是因 

为这 种控制 已经变 成普遍 的和常 规性的 工作。 

那 些违反 地方计 划生育 规划的 夫妇， 几乎普 遍受到 指责。 

虽然多 子女的 人在国 家看来 并不是 真正的 罪犯， 但在公 众眼中 

却被指 责为不 负责任 的脱埋 野马。 他们 不仅更 自私和 更“封 

建”; 而且 利用了 别人的 牺牲。 他们 违背了 中国社 会的一 个主要 

原则 —— 同一 集体中 的平等 主义。 家庭 权利的 传统, 在被共 

产 主义思 想体系 所强化 ，并通 过民众 动员的 认可后 ，只会 进一步 

强 化平均 主义的 传统。 这种 强烈的 公平意 识形成 了一种 公众的 

强制 氛围， 在 计划生 育政策 的实施 过程中 ，这种 氛围可 能比当 

代国 家最苛 刻的强 制手段 更有效 和更有 影响力 C 

因此 ，对于 中国社 会而言 ，计划 生育可 能是一 种集体 运怍的 

新模式 。 它 把政府 强制与 获取公 共利益 的社会 舆论结 合在一 

起 ，使生 育决策 从家庭 上升到 国家， 从而计 划生育 成为了 当代中 

国政 府的伟 大成就 之一。 现 代政府 的生存 或许就 依赖于 其在其 

他 政策领 域构思 类似战 略和设 计类似 规划的 能力。 如果 能够成 

功 ，政府 就可以 作到既 维持当 前的集 体专制 合法性 ，同时 又容许 

个人 行为日 益扩大 。 

当 西方社 会从一 种现在 被认为 是普遍 人权的 个人权 力的自 

我意识 传统中 发展起 来时， 中 国社会 却从一 种同样 悠久的 、现 

在 被认为 是普遍 的个人 义务的 个人权 利的传 统中发 展而来 。当 

西方政 府从党 派民主 发展到 基于个 人参与 的普遍 民主时 ，中国 

政府却 从家庭 的单一 的集体 主义发 展到以 民众参 与和动 员为基 

础的 社会主 义社会 更普遍 的集体 主义。 西 方社会 执著于 马尔萨 

斯 和斯密 的假设 ，即 集体利 益只能 通过基 于自我 利益的 个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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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才 能实现 ，而中 国社会 却遵循 着一种 甚至更 悠久的 信念, 即集 

体利益 要求平 等主义 的分配 与专制 主义的 实施相 结合。 当个人 

主义社 会要求 法律统 治以保 护人的 权力时 ，集体 社会却 要求专 

制统治 以实施 集体的 目标。 当个人 主义社 会容忍 一些社 会不公 

正和 经济不 平等作 为个人 自由的 必要代 价时， 集 体社会 却要求 

个人 牺牲和 奉献作 为集体 福利的 代价。 

因此, 中国人 口研究 不仅是 比较人 口动态 的窗口 ，而 且也是 

比较社 会结构 和社会 行为的 窗口。 有两种 原则似 乎表述 了功利 

主义的 社会科 学理论 t 它在西 方已十 分流行 ：第一 ，人民 普遍渴 

望经济 富裕, 这就会 要求市 场经济 、私 有财产 和法律 统治; 第二， 

这样 复杂的 经济和 社会需 要广泛 的个人 参与才 能持久 ， 而这种 

公 众的政 治参与 是与专 制主义 根本对 立的。 换言之 ，对 于这些 

思想家 来说， 民主和 个人主 义的兴 起不可 避免地 伴隨着 西方的 

政治 和社会 思想体 系的普 遍胜利 （Fukayama,  1992)。 如 果这不 

能 成为事 实的话 ，他 们便认 为任何 其他体 系的存 在都预 示着世 

界文明 间最终 的碰撞 (Himtingtona995)。 按照他 们对世 界的看 

法, 适应、 妥协和 共存都 是不可 能的。 

中国 作为二 元对立 的“另 一方” 的神话 在社会 理论中 已是司 

空 见憤。 在这 一方面 ，马 尔萨斯 只是比 别人更 加小心 、更 加有思 

想 、更 加有力 和更加 成功。 [49】 在长 达两个 世纪中 ，马尔 萨斯的 

范例 己经构 建了我 们对具 有深远 意义的 社会和 经济行 为的理 

解。 此外 ，尽管 马尔萨 斯对中 国人口 动态的 具体理 解有误 一 

鉴于我 们对两 个世纪 之前的 中国了 解的局 限性， 这并不 令人奇 

怪 —— 但他对 于中国 行为不 同于欧 洲行为 的直觉 则是正 确的。 

然而 ，把中 国与欧 洲区分 开来的 ，不 是人口 抑制的 性质， 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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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行为 的社会 背景。 中国 人口行 为的明 显特征 —— 女婴 和儿童 

的高 死亡率 、女 性的高 结婚率 、女性 低己婚 生育率 和男女 性高收 

养率 —— 是集 体利益 和集体 制度的 产物。 相反， 西方特 别是英 

国 的明显 特征， 由马尔 萨斯确 定的人 口行为 一 低婚姻 率和晚 

婚 一 是个 人利益 及个人 策略的 产物。 如 杲说中 国和西 方间存 

在二 元对立 ，它主 要不是 存在于 人口行 力本身 ，而 是存在 于每个 

社会 不同的 社会和 政治颀 向中。 

因此， 不仅在 对比较 人口动 态的理 解方面 ，而 且也在 对比较 

文 明的理 解方面 ，我 们对中 国现实 的精心 阐述和 我们对 西方个 

人主义 与中国 集体主 义所怍 的比较 ，都 具有 重要的 意义。 由于 

占当前 人口的 1/5 和历 史人口 的至少 1/4t 中国 的经验 对掩盖 

在科学 普遍性 下面的 文化特 殊主义 提供了 重要的 矫正。 

注释 

[

1

]

 

 

例如 ，李嘉 图受到 马尔萨 斯很大 的影响 ， 非常同 意他对 济贫法 

(Poor  
Laws) 

的阐述 
：“只 有对穷 

人群体 
加以关 

注， 作出立 
法方面 

的努力 
，以 

K 制穷 人数量 
的增加 

，同时 
减少他 

们中的 
早婚和 

无远见 
的婚姻 

，才 能使穷 

人的 舒适和 
幸福得 

到持久 
保障， 

(Ricardo,  
〖852, 

58) 

[2]  “帝 国的全 部表现 就是, 除了不 重要的 例外， 只为 人们进 行食物 

生产而 奋斗。 没 有牧场 ，只 有很少 的牧草 …… 没有公 有土地 或因其 所有者 

的忽视 及恣意 娱乐而 抛荒的 土地。 没有可 拼地处 于休耕 状态。 在 炎热而 

促进 万物生 长的阳 光下， 对土 壤适宜 的耕作 ，通 过与其 他泥土 的混合 、施 

肥 、灌溉 和各种 认真的 明智的 有组织 的劳动 而弥补 土廣本 身的不 足， 使得 

大 多数情 况下， 每年的 生产都 是双倍 的收成 ，（马 尔 萨斯， 1826/1986, 

128)o 

[3J 由于 中间性 的组织 一 如家族 和企业 —— 都比这 两端的 重要性 

小 ，因此 我们在 此不作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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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 多学者 已注意 到家庭 人口决 策在中 国社会 中的重 要性。 参看 

科 E( Cohen,  1976) 的 例子。 葛苏珊 (Gr^h^lgh,  1988) 持别 讨论了  一种 人 

口成果 一 生育率 一 是如何 成为中 国社会 变动的 重要因 索的。 

[5]  欧阳修 ，引 自 權同祖 (Chu  T'oung -  tsu,  1961^30)。 
[6]  这 五种关 系中有 三种与 家庭有 直接的 联系： 父一子 、兄一 弟和夫 

—妻。 其中每 …种都 可怍为 一个更 大群体 的代表 。 父一子 关系包 括了所 

有父母 一子女 的关系 ，并 可扩展 到按辈 和晚辈 亲厲的 关系。 兄一弟 关系可 

以扩展 到覆盖 所有平 辈年长 者和年 少者的 关系。 同样的 ，夫 _ 妻关 系代表 
了两 性间理 想的等 级制， 

[
7
]
 
 

清法 典中家 庭原则 的作用 在很多 文章中 都有过 讨论。 朱 （1987) 

是 最新的 例子， 见 贝 克 (Baker,  
1976) 更全 面的系 统阐述 P 

[

8

]

 

 

例紺 ，根 据秦律 /父亲 偷孩子 的东西 ，不 构成愉 窃罪； 继 父偷了 

继子 的东西 
，则 构成偷 

窃罪。 "（Hulsewe,  
19S5.125) 

[

9

]

 

 

例如 ，他 们 能够随 意放逐 其子。 残存 的秦律 中有一 个名为 诳放 

儿子” 的 条目。 这 个条目 
要求, A,  X 村的一 

个村民 
，应 该声明 

，“我 要求给 
我亲 生儿子 C - 个同村 的村民 —— 带 脚镣 ，将 其流放 到蜀地 的边羿 

地区 >  并附上 强制令 ，即决 不允许 他离开 流放地 …… 直至死 亡。” （同 上， 
195) 

[

1

0

]

 

 

残 存的秦 律中也 有一条 父母要 求处死 其子的 条目。 该 条目名 

为 “告发 儿子'  它要求 A,  X 村的一 个村民 t 应该 声明， “我 的儿子 t  C - 

个同村 的村民 —— 不孝 。 我请 求将其 处死， C 在处 决前要 经过审 讯， 然后 

必 须认罪 并声明 ，我是 A 的亲生 儿子。 我 确实对 A 不孝 。”换 句话说 ，处 

决要 有证据 *流 放则不 需要。 （同上 ，1%) 

[

1

1

]

 

 

"殴 打祖父 母被处 以嚴刑 井罚作 筑墙或 磨谷人 。” （同上 f  141) 

tl2] 根据 布莱斯 <BodaiS) 的观点 ， 不 孝的法 律定义 —— 十 恶之一 

—— 持别涉 及到父 母的财 产权力 ，和 父母 的人身 权力。 （1924/1966,  29 — 
30) 

[13] 在理 论上， 直系家 庭之外 的长辈 亲戚应 该被称 之为叔 伯和婶 

195 



姑； 同代 亲戚被 称之为 兄弟和 姐妹; 晚 辈亲戚 被称之 为侄或 侄女， 他们为 

共有的 血缘等 级所区 分：亲 （同 父母 h 期 （同祖 父母 h 小功 （同 曾祖父 母〉, 

大功 （同 高祖 父母） 和缌麻 （同髙 曾祖父 母）。 在 现实中 ，这 些术语 时有重 

叠 ，有时 不清楚 ，甚 至出 现矛盾 ， 例如， unck 经常 祓确定 为亲叔 或亲伯 ，而 

不是 期叔或 期伯。 参阅 冯翰琪 （音译 ）（FengHan-chi，1937) 对这 些和其 

他亲戚 概念的 解释。 

[14]  
例如， 诸如“ 无服” (五 服之外 的亲戚 K  “族 人” （宗族 成员） 或“同 

牲不宗 ”（ 同姓 但非同 宗族) 之类术 语十分 常见。 

[
1
5
]
 
 

其结杲 ，我 们甚至 能够区 分罪犯 和受害 者之间 极远的 家庭关 

系。 李 (L^e.  〖991) 根据清 末一些 年份和 t 份上 报的重 罪的亲 戚关系 ，分析 
了家庭 暴力的 类型。 

[
1
6
]
 
 

根据 清法典 ， 殴打 父母的 儿子将 被处以 斩刑， 不管其 是否® 成 

了 拫伤。 而殴 打儿子 的父母 却没有 适用的 条目， 除非儿 子死亡 ，这 种情况 

下 ，如杲 殴打是 由儿子 不服从 引起， 处罚 是重责 100 杖 ，如 果打死 儿子是 

父 母随意 而为， 处 罚是徒 刑一年 加重责 60 杖。 (Boulais,  
1924,616—617) 

[

1

7

]

 

 

见 萧公权 （Hsiao  Kung ‘  chaan,  1979 >  109— 110) 关于分 配的讨 

[1S] 必要 但从轻 征税的 原则是 由孟子 倡导的 ，过去 2000 年间每 一 

个中 国王朝 都实旛 了这一 原则。 见 周伯棣 （1981、1 兆 4) 的通 史研究 和李伯 

重 （即捋 出版） 对潸 末以来 的个案 研究。 

[

1

9

]

 

 

见 张敏如 （1982) 和 吴申元 （1986) 对这些 国家政 策的综 含性描 

述： 

[

2

0

]

 

 

例始, 在 公元前 5 世 纪初, 越 王勾践 命令, “令 壮者无 取老妇 ，令 

老 者无娶 
壮妻。 

女子十 
七不嫁 

，其 父母有 
罪:丈 

夫三十 
不娶， 

其父母 
有罪， 

(< 国语 )20.635) 
战 国时代 

(公 元前 453 —前 221 年） 的 大哲学 
家墨子 

写到： 

“何为 
难倍？ 

惟人为 
难倍。 

先 前圣： 
E 之法， 

男十九 
娶妻， 

女十四 
嫁人， 

圣王 
没 ，娶嫁 

无时， 
其欲早 

处家者 
，有所 

二十年 
处家； 

其 欲晚处 
家者， 

有 所四十 
年 处家。 

以 其早与 
晚相践 

，后圣 
王之法 

十年。 
若 纯三年 

而字子 
，生 可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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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年矣。 此不 惟使民 早处家 而可以 倍与。 "(孙 以攘 ,1986, 6. 147) 

[21]  勾践还 命令： “将免 者以吿 ， 公医 守之。 生丈夫 ，二 壶酒 ，一 犬:; 

生女子 ，二 壶酒， 一豚。 生三人 ，公与 之母； 生二人 ，公与 之饩， （（ 国语 >20. 6W 

[22]  例如 ，唐 （公元 618 — 906 年） 律包括 T 许多 关于 家庭和 个人行 

为 的立法 (Jolmsoi^WalJac^  
1997,121  —  177)  5 举一 个例证 ，第  179 条  la  规 

定/诸 居父母 及夫丧 （典 型的为 27 个月） 而嫁 娶者徒 三年， （同上 ,157) 

[

2

3

]

 

 

见第 4 章 ，注 50。 

[24]  16 世纪中 期开始 ，对 人口迁 移的控 制有所 松动。 在 此之前 ，移 

民只 有经批 准后才 能旅行 和改变 住地。 迁移 控制的 松动与 人口开 姶更迅 

速地 增长相 一致。 见李 （Lee,  1978)。 

[
2
5
]
 
 

即， 他 们没有 比国家 权力优 先的财 产权。 见阿利 (Alke,  1994), 

黄宗 智和伯 恩哈持 （Huang  
and  Bernhardt,  

1994), 黄宗智 （Huang,  
1996) 有关 

晚期中 华帝国 财产权 的描述 ，和 斯科金 （Scogin,  
1990) 关于早 期中华 帝国财 

产权的 描述。 

[

2

6

]

 

 

何 

是至今 有关中 国专制 统治理 想模式 的最简 

洁 有力的 
描述。 

R* 黄 （R.  Huang,  
1981) 

对一 个皇帝 
不起作 

用的事 
实的报 

告 ，是一 
个雄辩 

的抗衡 
力置的 

记录。 
其 他不那 

么有力 
但时间 

更近更 
集中的 

例子可 
看威尔 

(Wil】， 
1990) 

和威尔 
、王 及李 (WilKWoi^and  

Lee,  
1991)。 

[

2

7

]

 

 

盂子这 样告诉 梁惠五 ，谷与 鱼轚不 可胜食 ，材 木不 可胜用 …… 

王道之 
始也。 

”（<  盂子 M970.51) 

[

2

8

]

 

 

许多研 究已用 文件证 明并分 析了这 些规划 的内容 及其影 响。 

例如 克罗尔 
（Crdl， 

1981), 
安多斯 

（Andors,  
1  对 3),  K. 约翰逊 

（ K.  Johnson, 
19S3K 

斯泰西 
(Stacy,  

19M) 
和 沃尔夫 

（ M.  WoU， 
1992), 

尽管一 
些学者 

对于 中国社 
会主义 

革命对 
妇女地 

位的全 
面影响 

持批评 
态度， 

但几乎 
没有人 

不同意 
，最 初的 国家政 

策在改 
蕃妇女 

地位上 
是很重 

要的。 

[

2

9

]

 

 

在 50 年代 后期到 70 年 代间， 不 仅是城 市妇女 得到了 与 城市男 

子 同徉的 
工作保 

还， 农 村妇女 
也先被 

鼓励维 
而被要 

求加入 
正式的 

劳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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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关 于妇女 劳动力 的参与 和报酬 ，见 帕里什 及怀特 （Parish  and  Whytei 

1978) 和怀特 及帕里 什<  Whyte  and  Parish,  19&4)。 

[30]  在 50 年代到 70 年代 ， 其他 许多制 度性的 安排也 加强了 家庭集 

体连 续的重 要性。 在 农村， 尽 管农村 集体从 50 年代 后期开 始分别 登记毎 

一  t 人的劳 动投入 ，但他 们却将 收入、 实物以 及自留 地分配 给家庭 而不是 
个人。 同样 ，在城 市中， 家庭关 系在寻 找工作 、获 得食物 、住 房和其 他利益 

方面， 也于 70 年代开 始变得 日益 重要。 见怀持 （Whytet  1995) 关于 某些国 

家政策 如何簌 励家庭 角色的 讨论， 

[
3
1
]
 
 

当代中 国宪法 最初于 1949 年起草 ，修 订于 1954，1975a978, 

1979, 19&0J982 
年等。 （1999 年再 次修订 了宪法 —— 译 者注〉 

[
3
2
]
 
 

关于“ 群众路 线”传 统的典 型描述 ，见 塞尔登 （SddeiU971)。 舒 

尔曼 （Schurmann.1966) 

和 所罗门 （Solom3ml971) 
对社 会主义 中国政 治思想 

体系 和群众 动员之 作用作 了详细 分析。 

[
3
3
]
 
 

亨 德尔森 （Hemferson) 和科恩 （Cohen,  1984) 对一 个城市 单位中 

的 X 作和 生活 进行了 生动的 
描述。 魏尔德 

(Walder， 
19S6) 和 边燕杰 

（Bian 

Yanjiea992) 

对中国 
城市中 

的这种 
单位进 

行了系 
统的分 

析和描 
述。 马森 

(Madsen,  
1984) 考寮 了以地 方政策 为背聚 的村庄 生活。 

[

3

4

]

 

 

直到几 年以前 ，大多 数城市 的中国 人还都 期望他 们的工 作单位 

成为其 
福利的 

主要来 
源。 最近， 

一 项由中 
国社会 

科学院 
主持的 

30 个中国 
城市的 

调査报 
告显示 

,97.  
5% 的 被调査 

者认为 
，他们 

的工作 
单位应 

对其健 

康保 障负责 
，如 ,6% 的人认 

为其工 
作单位 

应对其 
退休保 

障负责 
,91.$% 

的 

人认为 
单位应 

对其住 
房负责 

,85.9% 
的 人甚至 

认为工 
作单位 

应调解 
雇员的 

冢 庭纠纷 
(引自 

（大 众文摘 
>1997,8,  

此外 ，一项 
对中国 

城市人 
口和荷 

兰人口  
N 社会 网络的 

比较研 
究揭示 

，近至 
90 年 代初期 

，中国 
人还只 

是模棱 
两 可地报 

告了以 
亲戚关 

系为基 
础的非 

常少的 
社会网 

络关系 
。当 53% 的荷 

兰 被调查 
者提出 

条戚的 
姓名作 

为情感 
、指导 

和社会 
支持的 

来源时 
，这 样作 

的 中国人 
却只有 

38%。 
情感和 

社会支 
持方面 

的差別 
特别明 

显：荷 
兰人有 

74% 而中国 
人只有 

40%, 
在其 感到压 

抑时寻 
求亲戚 

的帮助 
，34% 

的 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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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 的中 田尺将 亲戚作 力+ 外 出” 計交 聚会的 对象。 对 广屮_ 人来说 ，同 

事的 作用重 要得多 (Rum 等， 1997)。 

[35]  魏 尔德 （ Wilder,  〖986 ) 注意钊 政治态 度和道 德品行 在中国 I: 厂 

中的 重要性 ，并分 析了以 中同传 统和共 产主义 思想体 系为依 据的这 些新标 

准 '， 

[36]  “ 关系 ”在 70 年代 后明和 80 年 代初期 达到如 此重贾 的程度 ，以 

罕它 成为 Ft 常谈话 屮最普 遍的词 汇。 51 險美惠 （ Yang,  Mayfair  Meihuit 

1994) 莱 f  “关 系”  士 j 在 3 代中国 的意思 、用 法和内 涵的深 人的人 类学研 

[31] 鞞 毅 （ 1996} 讨论 7 屮闽 计划 生疗 规划屮 这一 新的责 任体 

制 .、 

[
3
8
]
 
 

例如 ，费 枣通 （ 1 947 ) 对十 中囡 乡绅 的生活 和职能 的社会 叩分 

析。 亨德 $ 森扣科 
恩 （ Henderson  

and  Cohen,  
1984  ) 及弗 罗利克 

（ Frolic, 

mi))  
f 在屮国 城山里 ，这 种社会 控制在 工作 场所和 街坊邻 店中 的描 

述， 以及马 森 （MadPent  
1984) 对中凼 农村社 会控制 的描述 :1 

[

3

9

]

 

 

相 反， t?  7() 肀代 以来， 儿 f 政 府其他 的所有 蚊策， 包括 最引人 

汴 n 的经济 
改笮， 化戢初 

提出时 
，实际 丨: 都 遭到来 

門 党 内 和杜会 
1： 这个或 

那个派 
别的 激烈反 

耐 ， 只 打 经过有 
时要 持续数 

年之久 
的曲折 

的淡判 
和嬰# 

策略十 
能实施 

U0] 例如 f 文化 A； 革命 （1%6— 1976) 和更: 爭的 50 年代 后期 的反右 

运动的 际， 均是持 f 间 政诒观 点的知 识分 子和官 U 。 

U1] 如 文化大 革命中 f  . 山 下 乡运动 的例子 。 估汁 6  2000 万城 I 々 年 

轻人 + 相 $ 于当时 中凼 城币人 u 的 10 % f 被达到 r 农 。 M 有城市 家庭的 

後 r 被 要求取 得这种 休验。 

[42]  ih 如 封建社 么晚期 有较多 抟权的 家庭成 员在㈣ 难时期 不得不 

作出更 多柄牲 样 ，城市 —— 他彳门 曾得到 更多的 IT 家福利 ，皁有 史战 

的 1: 沽水+ —— 也被期 韬者作 计划生 育中起 带头 作用。 其 结果， 4 农紂夫 

M 在过 太的 20 屮间 f 均拥 有两 个 以上的 孩子时 ，大 部分 城市夫 tn 却 H 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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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 T。 

[A3] 少数 K 族坫 卜:要 的例外 ，闺 家对他 们推行 计 划生 育政策 非常缓 

悍. 芪 结果， 1979 年金 闻少 数民族 的总和 生育率 依然是 4.5, 而全同 则是 

2  8. 1989 年少数 民族是 2. 9, 而 令圃为 2.3。 一岬少 数民族 人门如 藏族和 

ML1 尔族继 续保持 相当 高的生 存率 （分别 为个 1 和 4 . 5 h 同时 ，其他 少数民 

族 如满族 （总 和生 f 串力 LS9) 和 朝鮮族 （总和 牛育率 1.55K 其生 育幸都 

下降 到与汉 族相似 的水平 （杨 书章 ，1993)。 总的看 ，少数 民族人 【〗 比璽已 

从 1964 年的 6% 增长到 1982 年的 7% 和 1990 年的 8%  (姚 和尹 ， 1990〉。 

[
4
4
]
 
 

这并不 意味着 有特权 的个人 没有诅 咒这 项政策 和逃避 政策监 

臂的企 |別。 只不过 ，对 了常 人来说 ，大 部分违 规行为 只是通 过罚款 制度进 

行常 规处理 ，时 违规的 官员则 要受钊 常规的 
和严贝 的处罚 因此 ，人 U 控 

制 // 尚的腐 败远远 少于经 济的和 政治的 腐畋。 

[
4
5
]
 
 

事实 h, 中 国今天 的性教 育大多 数出现 在计划 生育教 t 的背呆 

屮 见赫 妃希 （Honig) 
和# 沙特 （Hershatter，l988) 

和 埃文斯 
(Evans,  

1995)。 

[46」 大 多数中 画人认 识到政 府的人 门 政 策是必 要的。 1985 年在河 

北、 陕西和 上海进 行的- 项典型 调査， 向 育齡期 妇女提 问她们 认为形 成独 

牛 :子女 政策的 卞 要 原因。 冇 5 种选择 ：人口 控制、 经 济发展 、母 T- 健康 、其 

他和 不知道 大 多数被 调杳者 （陕西 50%, 河北 63%,上 海接近 80%) 认 

为人 丨 I 控制是 t 要原 〖0 — 20% 的妇女 认为是 为了母 子健康 r 另外 

10% 左 右提到 厂闻 家经济 发展的 需要。 (SSB  1986,1： 98) 

[

4

7

]

 

 

在中闸 t 建立 公开展 不地方 成就的 标志已 有很长 的历史 。似 

是 ，昔 U 的牌楼 
、报帜 

柙雕刻 
-般 已被宫 

乃的 证书所 
替代。 

当代政 
府象征 

性地将 
证 书奖给 

军队屮 
n 屮 -个孩 

f 的家 庭或 模范家 
庭及模 

范个人 
—— 

包括在 
7() 年 代 g 期和 ⑼年代 

扣期 j  f 划 1( 訏政 策尚处 
t 初起 阶段时 

，那 

哗保 证只要 
一个孩 

/- 的火 -妇。 

[

4

8

]

 

 

中固 3 前经 济增长 中的… 个引人 A  H 的特 征是, 大多数 组织致 

力 丁维 
持 《成 

员 间 的平均 
主义而 

不颐社 
会牿体 

n 增的不 
公 这 个当代 

社会 
的“中 

闻特色 
"已引 

起中同 
—— 即 使不是 

内方的 
—— 

社 会科学 
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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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 兴趣。 （㈡肖 铎 等人， 1990) 

[49] 例如 .扣 杜 （Pcrdut,,  1998) 描述丫 孟德斯 鸠如何 系统地 扭曲率 1 实 

以沟建 他的“ 东力- 专制屮 厂’ 模式。 以此 芍苛求 证 据的 M 尔炉 斯比较 ，纪分 

证明了  4 尔 萨斯的 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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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学， 意 识形态 和政治 

任何将 人的经 验化解 为茼单 的二元 对立的 尝试， 都 要谨慎 

和加以 限定。 个人 主义和 集体主 义可以 解释中 西方人 a 学差异 

的许多 方面， 但 它们同 时也构 成了普 遍的人 类行为 Ji] 即使在 

个人主 义看来 蓬勃旺 盛的当 代西方 ，真正 能够脱 离社会 政治的 

规 范和束 缚而自 由自在 生活的 人也是 少之又 少的。 同样地 ，即 

使在 中国， 当 集体主 义因牲 利而欢 欣鼓舞 的时侯 ，个人 也总是 

能够 发挥其 自身的 能动性 t 尽 管如此 ，本 书对人 口行为 和人口 

体系 的比较 分析仍 然描绘 出东西 方文化 、意 i 只形 态和政 治倾向 

的社会 后果, 并从数 1 上测度 了这些 后果。 

人口学 

人 口学提 供了比 较社会 组织和 社会行 为的一 种新的 视角。 

直 到最近 ，中国 都因缺 乏资料 而妨碍 了类似 的研究 ，残存 下来的 

少 M 有关中 国人社 会行为 或个人 思想的 记录都 来自社 会精英 

们。[2] 但最近 收集 到的海 峡两岸 当代人 u 学资料 ，在两 岸历史 

挡案 馆中发 现的大 M 历史 人口 学资料 ，缺 陷都比 较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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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中包括 了大量 定义简 单又很 少变化 的事件 ——出生 、结婚 

和死 亡等。 这 些记录 提供了 了解过 去的农 民和精 英行为 的一个 

更加 客观的 窗口。 此外 ，记 录中存 在的偏 见和错 误通常 是有系 

统的 ，因 而可以 辨认， 有时甚 至可以 修正。 这样， 人口学 就为我 

们提 供了一 个检验 人类经 验的新 视角。 同时 ，人 口学技 术和资 

料 的处理 方法也 为我们 提供了 调整马 尔萨斯 视角的 工具。 这在 

两 个世纪 之前是 不可想 愦的。 

在欧洲 ，这 样的研 究揭示 了日益 强化的 个人主 义人口 行为: 

晚婚 和核心 家庭在 西北欧 特别是 英国的 盛行， 早 婚和联 合家庭 

在南欧 和东欧 的盛行 （l』Au  and  Wall,  1972；  Wall  and  Uslett, 

1983), 约翰 *哈 伊纳尔 （Hajn 此 1965.  】982> 将西 欧的婚 姻系统 

与婚 前生活 过程联 系起来 t 而婚前 生活过 程又和 基于个 人决策 

的 工作与 储蓄相 关联。 彼得 *拉 斯利持 （Laslett,1983> 则 将家庭 

体系 中的主 要差别 归之于 家内组 织有没 有能力 控制家 庭劳动 

力。 根 据杰克 ，古迪 （Goody,l 站 3) 的研究 ，西欧 个人主 义婚姻 

的主角 地位是 早期天 主教堂 反对非 法同居 和集体 控制的 政策的 

F 物。 其结果 ，早在 8 世纪的 时候, 以前被 视为主 要是两 个 家庭 

的 结合的 婚姻， 已经广 泛地被 看成是 两个个 体灵魂 的结合 D 即 

使在 包办婚 姻还很 普遍和 家长制 占统涫 池位时 ，个 人意 愿和夫 

妻生 活也是 必须的 （Ozment,  1983  J  Burguiere,  1 987 )  0 

其他 一些研 究则揭 示了欧 洲生育 率下降 的起源 和发展 。 尽 

管历史 t 因果关 系的根 本过程 依然不 清楚， 许多 学者已 经将生 

育率的 转变过 程归诸 婚内个 人计划 生育的 兴起， #20 世 纪初个 

人隐 私与个 人作用 的发展 （GU〖is、TiUy  and  Levine,  1992  )。 这 

个过程 开始于 IS 世纪的 法国， 但 是直到 19 世纪 后期才 扩展到 

欧洲 更发达 的地区 —— 意大 利北部 、英国 、比 利时 、德国 和斯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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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 维亚， 直到 20 世纪 初期才 发展到 南欧的 其他地 方和东 

欧 J4] 在每一 个地区 t 这 个过程 都大致 类似, 初起 的生育 率下降 

由特 定的社 会群体 —— 犹太人 、贵族 、城 市中 产阶级 —— 带头, 

大多 数人口  继 之而起 （Petrenoud,  1979；  Bardet,  1983；  Livi  - 

Bacci,  1986 ;Bardet  and  Dupaquier,  1997 ) 0 无 论在什 么地方 .只 

要 生育率 下降了 最初的 10%, 它就 会继续 单方向 地下降 而不会 

反弹。 

与欧洲 相比， 中国人 的结婚 、生 育甚至 死亡一 直受人 的作用 

的 支配， 这神 作用不 是由个 人施行 , 而是 由集体 性的社 会组织 

如 家庭和 国家施 行的。 在过去 ，为了 家庭利 益和其 他利益 ，中国 

家庭户 通过不 同的婚 姻结合 形式使 其孩子 成亲。 它们也 要求已 

婚夫 妇或者 通过抑 制性交 或者通 过避孕 限制其 生育。 避孕 ，至 

今仍是 一项国 家级的 政策。 这种集 体策略 迫使中 国父母 溺杀或 

流 产一部 分孩子 ，并 根据集 体经济 和社会 约束来 养育其 他的孩 

子。 它 们也鼓 励中国 父母收 养孩子 ，或是 作为这 种约束 条件的 

结果， 或是作 为对这 仲约束 条件的 规避。 集体控 制力是 如此强 

大 ，以 至一对 恋人在 今天不 仅不能 决定是 否结婚 或何时 结婚或 

生几个 孩子; 甚至 直到不 久以前 ，他 们也还 不能决 定其居 住地、 

职业 或政治 倾向。 

意 识形态 

从 事这项 研究的 一些西 方社会 理论家 认为， 英国 —— 扩大 

讲 是西欧 —— 的个 人主 义 根源可 以被追 溯到人 0 行为和 家庭制 

度中： 麦 克法兰 （ MacfaHane,  1986, 1987) 特 别阐述 了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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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 斯漠型 ，以 说明英 国人口 体系和 英国个 人主义 倾向纠 缠在一 

起 ，密 不可分 :: ⑸ 伊曼纽 尔‘托 德 ( Emmanuel  Todd,  1 9S2 ) 则走得 

更远， 以至提 出在全 球范围 内比较 政治制 度的差 异都能 够追溯 

到比 较家庭 制度。 根据这 一观念 .核 心家 庭社会 对民主 具有更 

大的传 导性， 而 复合家 庭体系 则更倾 向于专 制和共 产主义 .、其 

结果是 ，西方 民主主 义和东 方专制 主义实 际上是 由各自 的人口 

和家 庭文化 命里注 定的。 

尽管 这种伸 延性的 主张有 明显的 吸引力 ，但 无 论是人 口 学 

和 意识形 态之间 的类同 ，还是 东西方 之间的 差异, 其准确 性都需 

要作 进一步 的考察 :>  当个人 主义已 经在西 方取得 胜利并 处于主 

导 地位时 ，在亚 里士多 德柙柏 拉图以 至霍布 斯和卡 尔*马 克思的 

著作中 ，都仍 然可以 找到有 关集体 行为的 知识的 和哲学 的丰富 

传 统少] 根 据马基 雅维里 的观点 ，即使 是民主 ，最 初设计 时也是 

为了表 达市民 的集体 愿望， 与封建 主义坚 持贵族 的个人 主义愿 

望极 为相像 换言之 ，西 方政治 哲学是 以许多 集体因 素为持 

色的， 这些集 体因素 先于井 支配了 个人自 由及市 民解放 的近代 

政治概 念， 后者主 要是启 蒙主义 者特别 是英国 理论家 的作品 

(BerJina958,Q,Skmner  1997) ⑻。 

同样地 ，当集 钵主义 一直是 中国古 典政治 哲学的 核心时 ，个 

人主 义也是 儒学意 识形态 的基础 （De  Bary,  1970,Munro(  1985)。 

在传 统上， 中国人 高度重 视个人 的能力 和成就 ，就 惊重 视家庭 

和政 治等级 一样。 » 学坚持 认为, 理想社 会应该 是由知 识分子 

和 道德精 英进行 统治， 但所有 的人都 可以接 受这神 教育。 按照 

这种儒 学原则 行事的 历代中 国政府 ，都向 有能力 和有成 就的人 

开 放政府 职位, 井 于公元 7 世纪开 始建立 起一个 高度竞 争性的 

正式考 试制度 （科 举制） ，以选 祓高级 官员的 候选人 v 根 据何炳 



棣的著 名分析 ，在封 建社会 晚期的 40000 名官员 中，有 一半人 

是 经由竞 争性考 试取得 官员职 位的， 精英 社会流 动的比 例高于 

都铎和 斯图亚 特的英 国时代 （Dibble  and  Ho,  1961  换句话 

说, 在中国 ，集 体性的 社会制 度几乎 不可能 排除对 个人主 义原则 

的 拥护和 对个人 成訧的 认同。 

此外 ，由于 中国家 庭行为 具有较 强的可 塑性, 早期帝 国政府 

能够调 节重要 的集体 关系如 兄弟姐 昧的关 系甚至 父母与 孩子的 

关系 I 著名的 例子是 ，在 第一 个皇朝 的秦朝 ，对有 不止一 对夫妇 

共居 的联合 家庭课 以多种 家庭税 ，禁 止父亲 、儿子 和兄弟 住在一 

起 (《史 记 >68+5a)。 在两 年内， 习俗已 经改变 成这样 /‘家 富子壮 
则出分 ，家贫 子壮则 出赘。 借父耒 锄， 虑有 德色。 母 取箕帚 ，立 

而 谇语。 抱 晡其子 ，与公 并倨。 妇姑不 相悦, 则反唇 相稽” （《汉 

书  >48 -2244) 

政治 

人 口行为 几乎不 可能为 政治意 识形态 或社会 传统所 事先确 

定。 更确 切地说 ，它 是一种 带有惯 性的社 会现象 ，这种 现象由 

传统 所规范 ，由 政治所 调节, 在环境 异常时 甚至可 能发生 根牢性 

的 变化。 这 种人口 行为上 的革命 不经常 出现。 它 们也是 对于面 

临强 硬的政 治或社 会和绘 济变化 时人类 社会行 为适应 性的检 

验。 天 主教会 一夫- 妻制婚 姻的规 定和当 代中国 的计划 生育都 

是这种 人口革 命的好 样本。 

在 20 世纪特 别是在 20 世纪 后期， 西 方个人 主义人 口行为 

的 兴起也 是这样 例如， 离婚率 —— 概 括在图 9.1 中 ——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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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I960  1970  1980  1990 

年份 

'^德 出  一«- 笼 W  + 屮 W 

图 9_  1  部分 国家离 堉率， 1950-1990 

资丰斗 来通中 1 冯方回 [19W; 其 他国家 Goody(】993,27,n9)。 

在大 多数但 不是全 部西方 国家中 戏剧性 地增高 在 英国， 离 

婚率在 I960— 1980 年间 增加了  4 倍 ，从每 1000 名已婚 妇女中 

3 人离 婚增至 13 人； 而在 美国， 离婚 率提高 了一个 数量级 ，从 

1950 年每 1000 名己 婚妇女 中不到 2 人 提高到 1980 年的 20 多 

人。 其他国 家的低 离婚率 >  如 法国和 瑞典, 则是非 婚结合 增加的 

结果 ，它反 映在概 括于图 9.2 中的非 婚生育 率的增 加上。 在法 

国， 由婚前 同居而 开姶的 婚姻的 比例从 1970 年的 10% 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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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的 90%J 切在 20—44 岁女 性中非 婚结合 的比例 ，从 

1975 年的 2%  增加到  1995 年的 20 %  以上 < Tou]emsn， 1996)。 

尽管 其他地 方的比 例还不 太清楚 ，瑞典 1990 年的 非婚生 育率几 

乎占 到全部 出生的 一半， 而在 法国、 英国和 美国， 则大约 占到全 

部 出生的 1/4J13] 

个 人主义 人口行 为革命 是政治 和社会 变化的 产物。 一方 

面,一 系列的 西方政 府使离 婚更为 方便, 并 使非婚 同居和 非婚生 

1900  1920  1950  \956  1970  1980  1990 

年份 

+法 园 ■<> 瑞典  英格 t 和威尔 彳： +德国  -w-  ̂  

图 9.2  部 分国荦 菲墦生 育率， 1900-1990 

资 料来源 1900— 1956:  Goody 

1970-1990： 美国国 家普査 局<  1997,  83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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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合 法化。 这 个过程 开始于 60 年代 后期, 成为对 个人权 利超过 

集 体权利 的肯定 （Gkndon， 1昶9)。[14〗另一方面, 这沖随 工业和 

后 工业就 业兴起 而出现 的社会 和经济 的转变 ，增 加了地 理和社 

会的 流动， 降低了 宗教的 影响， 也 扩大了 对个人 的特别 是女性 

权利的 认识。 尽管这 些国家 法律并 不会单 独引起 人口行 为的变 

化 ，但由 于离婚 、非 婚同 居甚至 非婚生 育都更 加容易 ，它 们实际 

确认了 结婚只 是个人 间的临 时契约 关系而 非对家 庭的终 身责任 

这一 观念。 

同时 ，由于 从法律 上保护 了个人 的权利 ，西方 政府也 讽刺性 

地侵犯 了家长 制行为 的传统 领域。 在家庭 范围内 ，通过 使个人 

物质福 利国家 责任化 ，政 府剥夺 了父母 处罚孩 子的传 统权力 p 

他 n 反对 丈夫对 其妻子 的人身 控制权 ，规 定夫妇 间的所 有关系 

都要得 到双方 认可。 国家现 在不仅 立法确 定了父 母抚养 亲生孩 

子的责 任, 甚 至在离 婚的情 况下， 也按惯 例寻找 和强制 "赖账 父 

亲 ”去履 行这些 义务。 甚至在 个人的 “死的 权利” 已成了 …个公 

共争论 的热门 话題的 情况下 ，国家 也要迫 使那些 担心不 知不觉 

中 丧失生 命的人 预先完 成合法 手续。 其结果 ，不 顾这种 日益泛 

滥的个 人解放 浪潮， 集体控 制对个 人行为 的某些 方面有 了比以 

前 更多的 权限。 

在 中国情 况正好 相反。 尽管集 体因素 不断地 扩大至 个人人 

口 行为中 ，但 一系列 的立法 同时也 解放了 个人人 口行为 。 这种 

立 法分为 两步。 开始是 1950 年，中 国国家 立法禁 止包办 婚姻和 

— 夫多妻 ，并 给予个 人选择 自己结 婚对象 的权利 (Mdjer  1^7S), 

然后从 19S0 年开始 ，国家 通过放 宽离婚 的理由 ，简 化先 前冗长 

的法 律程序 t 而使 离婚更 加容易 （吴 德清， 1995)。[151 

因而， 在 中国， 个 人主义 人口行 为像西 方一样 一直在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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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不像西 方那样 激烈。 图 9.3 概括了  1955— 1992 年 某些省 

份 的离婚 趋势。 尽管 仍然非 常缓慢 ，离 婚率从 1982 年已 婚女性 

的 提高到 1992 年 的接近 3%o, [叫 接近于 60 年代英 国和法 

国的 水平。 在某 些城市 化的中 国省份 ，如辽 宁以及 上海和 北京, 

90 年代 初期的 离婚率 已经高 达已婚 女性的 6%o, 相当于 1970 年 

法国、 德国和 英国的 水平。 婚 前性行 为也在 增加。 根据 一项估 

计， 婚前怀 孕的比 例已从 1970 年头次 生育的 ll%o 上升到 1980 

年的 34V 和  1987 年的 51%o(Wang  and  Yang,  1996)。 换 言之， 

6 

5 

每 

千 4 
名 
己 婚， 

妇 3 
女 
离 

»  2 1 

0 

1955  1957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I9S9  1991 

年份 

O 北京  + 河北  -—辽宁 

4 -上海  O 广东  四川 

图丨 3  中 国部分 W 份离 婚箪. 1955 -m2 

资棹 来塬： 离婚数 1 马方回 (m6t  418-451), 已婚妇 女数： 范菁菁 U995) 对 

1953,  1982 和] 990 年 女性人 口 的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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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0 年代 后期， 中国头 次生育 者中每 100 名 中就有 5 名 是婚前 

怀 孕的。 这是 一场个 人婚前 行为的 真正的 革命。 

这 种关于 集体主 义的东 方和个 人主义 的西方 之间的 二元对 

立 ，以及 人口与 意识形 态之间 的联系 ，都 有可能 会被过 分强调 

—— 即使在 20 世纪后 期仍会 如此。 虽然 这样， 人 的经验 在时间 

和 地区上 的比较 对所有 社会科 学事业 仍然具 有重要 意义。 只是 

通过在 非西方 和非近 代西方 世羿与 近代西 方世界 之间的 人口行 

为 的明确 的比较 ，马 尔萨斯 才能够 区分西 方和非 西方人 P 行为 

之 间的明 显差异 ，并 形成由 现实性 和预防 性抑制 构成的 具有影 

响力 的人口 模型。 也 只有通 过类似 的比较 ，主要 在东方 和西方 

之间, 其后的 学者才 能够将 马尔萨 斯人口 过程与 社会组 织和经 

济行为 联系在 一起。 如果没 有这种 比较， 他们和 马尔萨 斯只会 

写出 人口史 ， 而不 会写出 社会理 论来。 

马 尔萨斯 或新马 尔萨斯 模型的 解释力 部分在 于这一 二元模 

型的 一目了 然上。 相反 ，在历 史学甚 至某些 社会科 学中， 当前的 

时尚是 通过比 较而使 问题复 杂化。 甚至在 数量社 会科学 中也是 

如此 ，复 杂的多 变量分 析技术 被运用 于测度 多元的 人的动 机和经 

验。 我 们现在 受到了 在个体 和集合 层次上 的多种 系数和 解释的 

困扰 ，这些 层次又 由阶级 、种族 、性别 、地理 和历史 等因素 构成。 

这种 方法所 面临的 挑战是 ，由 于缺乏 任何更 大的结 构原则 或解釋 

方法 ，要 将每一 个具体 事件置 放于全 球甚至 历史背 景中去 是曰益 

困 难的。 具有讽 刺意味 的是， 当世界 日益变 小时, 我们对 共享经 

验的理 解却日 趋复 杂化， 复 杂到无 法进行 简单的 综合。 

本 书使用 全人类 四分之 一的人 口行为 的历史 ，既是 为了检 

验流行 了两个 世纪的 旧马尔 萨斯主 义有关 中国与 欧洲及 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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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和 预防抑 制之间 的对立 ，也为 了提出 另外一 个可供 选择的 

对立 ，即 西方的 个人主 义与中 国的集 体主义 € 但是 ，与马 尔萨斯 

不同， 我 们并不 打算根 据一种 先决的 目的论 ，将 这些特 征与任 

何持 定的社 会或时 代完全 联系在 一起。 相反 ，我 们认为 ，这 些特 

征 可以作 为一般 性的观 察角度 ，有 助于我 们比较 和解释 东西方 

的社会 组织和 行为。 由此， 我们希 望对最 近三个 世纪中 人类人 

a 经 验作出 部分的 了解, 同 时避免 在早期 的社会 科学中 相当普 

遍的种 族中心 论和目 的论的 陷阱。 

注释 

[1] 社会 思想家 ，特别 是政治 哲学家 ，早 已认识 到人类 行为的 这些基 

本维面 的存在 t 并对其 含义予 以解释 (ThJidis,  1995), 但是， 直至近 几十年 

来 ，社会 钭学家 ， 尤 其是临 床心理 学家， 才开 始对作 为个人 主义者 或集体 

主义者 的个人 抟性形 成概念 并进行 瀏度， 这种 研究显 示出， 正如来 自某些 

社会的 个人更 可能表 现出不 同于其 他社会 中人的 倾向一 洋， 在同一 个社会 

中 ，也会 因年舲 、排行 、性别 、教育 、种族 和职业 等测度 指标的 不同而 存在着 

显著 的差异 ^ 

[2】 其结果 ，对中 国社会 组织和 行为的 大多数 研究都 傾向于 重点描 

述理 想模式 （Yang,  Martin  C.  1945 / 1965  i  Olga,  1946  ；  Hu  Hsien  —  chin, 

1948；  Fridman*  1966；  Baker,  1976)* 

[

3

]

 

 

见附录 中对于 这些历 史档案 资料的 讨论， 及 撤切尔 （Thatcher, 

1997) 
关于如 

何获得 
这些历 

史资料 
的说明 

[

4

]

 

 

己 婚生育 率根据 寇尔和 特雷® 韦 （Coak  and  Treadway,  1986, 

42 — 44) 的数据 
计箅。 

法国的 
生育率 

下降大 
大早于 

1870 
年。 早在 1831 

年， 法国总 
和已婚 

生育率 
就只有 

6-93 
、比 1851 

年英国 
和威尔 

士的水 
平还低 

20%  
多。 

[5j 麦 克法兰 （Macfar〖anM978、1986> 阐 明了这 一并列 关系。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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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纯济 能哆使 1、 人支 M 的 价格和 得到 的 丄 资来 反胶 包拈 资源压 Jj  内 

的经济 现实 -样 .马 尔萨斯 的婚姻 制度同 样将人 n 增抡 率 和经济 条 f 牛联系 

在 一起 丼 结果， 萠防忡 抑制替 代现实 性抑制 ，并 造就了  - 种更打 利于冇 

场平 稳发押 怍用的 环境。 闪此 ，个人 +: 义， 伴随着 -- 系 列独特 的法律 、政洽 

和 社会的 钴构， 右 市场经 济和场 木萨斯 婚姻制 度提供 了基本 框架， 

[
6
]
 
 见蚩纪 文 （ McGovern,  〖958 ) 对这 种传统 的概述 。扪拉 阄 从理论 

上指出 ，間家 ^ ^ 通过 其统治 或保护 的作用 —— 应该 详细规 范道德 和经济 

行为 、文学 、音乐 ，甚 至公 R 的 思想。 亚里士 多德认 为， 国家 的主要 职能趟 

在 其公 民中推 ir 奸的 ur —— 如眾可 能的话 ，釆 用教 肓 疔式； 如果 必要 

的话 ，采 用强制 方式。 此外 ， 国家是 判断什 么是" 好生活 ”和什 么不是 “好虫 

活” 的惟一 法官。 霍 布斯的 主 权 论推动 r 如下 思想 ，即囯 家应该 掌握惟 - 

的最终 的权力 ，以 控制 其领土 之内的 所有的 t 人和 群体。 事实 〖:， 霍布斯 

认为， 国家 不仗有 权决定 什么是 合法或 不合法 ，而且 有权决 定什么 是道徳 

或不 道德。 卡尔 • 嗝克思 ，其著 作在当 代中国 有最强 的共呜 ， k 为社 会进化 

的最终 阶段是 共产主 义(1 

[7]  “城市 之所以 伟大 ，不是 因为它 们追求 个人利 益而是 丙为它 们追 

求集 体利益 p 毫; t 疑间， 除 了在井 和闻内 ，公井 利益是 决不被 承认的 。与 

此相反 的是苜 主剌。 在 绝大多 钕情况 F, 有 利于君 主的就 会侵犯 城市， w 

有利 于狨市 的则又 往往会 侵犯君 主。” （引自 Q. Skinner,  1997, 62) 

[

8

]

 

 

现在被 普遍接 受的是 ，在 古代世 界中， 作 为政治 埋想的 个人解 

放的 任何意 
识都 是微乎 

其微的 
…… 在 罗马和 

希腊的 
立法概 

念中不 
存在个 

人 权力的 
主张； 

在犹 太人、 
中国人 

和所有 
其他众 

所周知 
的古代 

文明中 
，看來 

也同样 
加此， 

（ Berlin,  
1 958 ,  1 3> 

[9J 最迟在 16 世纪 ，诸如 王艮、 王阳明 和李贽 等思想 家就扩 展并精 

心 阐述了 这种个 人价值 观念。 他们 走得如 此之远 ， 以至 提倡 个人不 需泾过 

正式 教育便 可在社 会中向 上流动 （Ho, 〖964>。 

[101 尽管 公元前 2 世纪初 的儒学 政治家 贾谊的 描述无 疑有所 夸大， 

但他 对秦代 社会的 般 性描述 看來是 无可质 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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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南欧 是主要 的例外 u 例如， 在意大 利， 离婚 一直到 1971 年才 

含法 ，到 1975 年 才开姶 放松， 当时， 新 家庭法 也放宽 r 对收养 、抚养 、流产 

和 怀孕的 限制， 此外 ，尽 管合法 分居从 1965 年到 mS 年 增加了  6 倍 ，以 

至占 到每年 结婚的 12%, 但意 大利夫 妇获准 离婚的 比例却 增投得 较为缓 

慢。 在 1975 年 ，已婚 Id 女中提 出离婚 的低干 到 1982 年. 这一 比例仅 

>J  低  T ■北欧 -个数 童级。 (Saracenorl991) 

[
1
2
]
 
 

相比之 下, 1966 年英 国初婚 妇女中 婚前同 居的占 4%.m 在 

1993 年 ，相 应的数 字岛达 6S%  (固家 统计局 1997), 我 们感谢 Nikki  Hari 

使找 们注意 到这份 资料. _ 

[
1
3
]
 
 

当然， t: 蜡生 的比 例随阶 级和种 族而大 幅度地 变化。 例如 ，在 

美 白人 1: 婚 生百分 比在 1960-1992 
年间 从低于 5 % 增至 20 % 以上 t 而 

黑 人从 25  % 增. 70 % 。 <  Hr  Smith, Morgan  
and  Koropeckyj  

^  Cox,  1996 ) 

[
1
4
]
 
 

具 体的例 子包括 1969 年通过 的英国 离婚改 革法案 、瑞典 1973 

年的 家庭法 改革、 法 I；!  1975 年离 婚改革 
法案、 1976 年西 德的结 婚和家 

庭法改 笮和 笼闰在 1969 年和 1985 年间纪 T 无过 错” 运动， 见 格伦顿 
(<Jlemkrn、1989>^T 

这些 法律的 i| 细调 查和 分析。 我们感 谢朱迪 ，持 里斯 

(Judy  
Twa^) 

使 我们注 
意到这 

本书。 

'  [15] 赫尼希 （Honig,L984) 全 文引录 r 中国 1980 年的婚 姻法。 此法 

允许 感悄 破 裂情况 下的 离婚， 并撤销 了 以前 在批唯 离婚前 所要求 的民事 

调 F 过程， 吳德请 （1995) 对 这个题 目作了 惟一深 入的学 术分析 .而哈 电 芬 

(Harevu,  1987) 对法院 处理离 婚的程 序作了 生动的 描述。 

[

1

6

]

 

 

尽 管中国 人口在 1979 —】 992 年间只 增抆了  20%> 而中国 同期 

的离婚 
数却几 

f 增氏 T 两倍 ，从 299932 
件增至 

84%  
1 1 件 （冯 1 9% , 423 K 

[

1

7

]

 

 

婚 前怀孕 的概率 也因居 住地利 教育水 平而有 所不同 ，城 市和受 

过较多 
教育的 

年轻人 
€可 能冒险 

迸行婚 
前性交 

往。 国家控 
制的忪 

弛和个 
人 容忍度 

的增加 
都促成 

了这种 
变化和 

差异， 
然而 

.与 西方不 
同的是 

，大多 
数婚前 

怀孕均 
以 婚内生 

育结束 
.而 不是 让孩 f 由未 婚个人 

来抚养 
1 

2}4 



中国人 口资料 (1700 — 2000) 

历史人 □学 

在最近 的半个 世纪中 ，在人 口研究 、人 HI 史和 卟量社 会科学 

史的迅 速发展 过程中 ， 人口 和家庭 史研究 的两大 进展占 据了中 

心的 地位: ⑴ 第一 ， fe  50 年 代后期 ，人口 学家开 发了一 枇以家 

庭重新 建构闻 名的分 析技术 ，用 以根 据婚姻 、洗礼 和葬礼 记录计 

算人 口比率 （GauUer  and  Henry,  1958): 第二， 在 60 年代 后期, 

一批历 史学家 和人类 学家提 议并推 广了一 系列家 庭结构 的分析 

类别 ，以 测度家 庭户夏 杂状况 的变化 （Lasleu  and  Wall,  1972). 

这两套 技术是 最早的 几乎所 有历史 学家都 能较容 易掌握 的社会 

科学定 M 分祈 方法。 这两套 方法在 欧洲激 活了多 方面的 历史研 

究 ，如生 育率和 死亡率 、结婚 和迁移 、家 庭结 构和家 庭类型 、个人 

和家 庭的周 期等。 这 些研究 结果导 致了对 过去西 方生活 的一套 

新 的客观 估计。 同时, 他们也 提供了 一些具 有普遍 意义的 标准, 

可用 以比较 世界上 不同地 区社会 的历史 经验。 

这种研 究大大 扩展了 我们对 历史自 T 向上的 了解。 一方 

面 ，人口 史不只 是确认 了普通 民众的 人口行 为模式 、而且 也加深 

了 我们对 许多社 会习惯 和经济 条件的 了解。 另一 方面， 家庭史 



不只是 显示了 什么样 的家庭 类型和 家庭形 式在过 去是普 遍的， 

而 M 也阐 明了生 产组织 、财 产转移 和家庭 情感的 演进。 尤为重 

要的是 ，欧洲 历史学 家将这 些变化 与封建 主义向 资本主 义的过 

渡 联系在 一起。 这些研 究表明 ，这 个过程 是如何 不可避 免地与 

人 n 生育率 从高到 低的变 比 和家庭 功能从 生产单 位到社 会化单 

位的变 比 相联 系:， W 此 ，我 们对西 方世界 近代转 变的很 多理论 

上 的理解 实际上 都植根 于人口 和家庭 史中。 

当然 ，中 国学者 很久以 来就已 意识到 家庭和 户在中 国社会 

中的中 心地位 。 在中国 ，家 庭和户 的概念 可以追 溯到史 前时期 

(Ho,  1973)。 家 庭的重 要性在 公元前 5 世纪由 懾学作 了肯定 + 

在 公元前 4 世纪 又由孟 子进一 步阐明 。 事实上 ，通 过把 三种家 

庭关系 —— 即父 与子， 兄 与弟， 以 及夫与 妻的关 系——列 入五种 

最基本 的人际 关系中 ， 孟子将 家庭提 高到了 中心的 地位， 自 

此以后 ，中 国人 便依据 这些父 母在孩 子之上 、年长 的亲属 在年幼 

亲属之 上和男 人在女 人之上 的社会 等级将 其行为 规范化 。中国 

的历史 学家也 因此投 入了很 大的精 力去描 述传统 社会中 正式的 

亲属 結构和 相应的 行为准 则系统 （Freedman,  1966)。 但 是因为 

缺乏 适当的 资料， 对正 规的家 庭和户 结构没 有多少 研究， 即使对 

封建 社会晚 期也是 如此。 

中囯学 者很久 以来就 已认识 到人口 史对中 国历史 的重要 

性， 即使仅 仅因为 中国一 直拥有 如此多 的人。 事实上 ，人 口总量 

从 1700 年的 亿到 1900 年的近 5 亿的 戏剧性 增长， 可能是 

封 違社会 晚期最 为人所 注意的 成就。 不过 ，尽 管有这 些研究 ，我 

们对中 国封建 社会晚 期的人 0 特征仍 然知之 甚少。 公正 地说, 

就在不 久以前 ，封建 社会晚 期的中 国人仍 然是任 何主要 历史人 

口 中最少 为人所 知的。 



变化是 突然发 生的。 新 资料和 新方法 的应用 开始使 中国历 

史 人口明 朗化。 中 国的主 要进展 ，像 在欧洲 〜样， 由记载 了具体 

人名的 档案的 发现和 分析而 激发。 其中有 三种史 料待别 重要: 

回顾性 家谱、 当代户 口登记 和连续 的生命 i 己录。 基 于这些 史料, 

历史人 口学家 已经重 新构建 了主要 来自六 个地理 K 域大约 50 

万人 —— 约为当 时中国 人口的 万分之 二——的 人口史 ，这 些资 

料概 括在表 A.1 中。 对这 些史料 的研究 促进了 我们对 中国人 

口 行为的 认识。 

表 A.1 霣建的 中国历 史人口 

时期 (年} 

1000—1749 不确定 

人 □规檳 < 人) 

4256 

霣 賵类型 

回顿 性家谱 

1200—1900 江南 261420 回 颗 性家谱 

1250-1900 

萧山 

6592 0 顾 性家谱 

1300-1900 

1520 — 1661 

苏州 

安徽 

问颐 性家谱 

回頸 性家谱 

1600—1920 北京 100000 生 命登记 

1600-1900 满洲里 
5000 

当 代家谱 

1760—1910 辽宁 50000 
户 n 登 i 己 

1905-1935 台湾 
50000 

户口登 记 

总汁  523277 
I 

_ _ _ _ _ _ _ ■  _ _  I 

资 料来源 和注： 
不确定 王氏通 谱> 宗谱 ，由 赵中维 重建。 根据 赵揭供 的解释 ，王 氏没有 待定的 

居 住地。 

江南 ： 147956 名 男子和 113464 名 女子， 记录 在来自 12 个 省份的 49 个回 阚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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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中 ，&栝 安徽 福建 广东 （5),河北（4),河南(2) .湖北 （2), 湖南 （3),江苏 

<9), 江四 （3) .山东 （3)， 台鸿 （1) 和浙江 （]3)t 由 刘翠溶 （1992) 重逮。 

萧山： M、 林、 施和旲 氏族谱 ，由 哈勒尔 (Harrdl.  1985 > 和哈 勒尔与 曾勒枸 <  Hwr 州 

and  1^111111,1995)重建.: H 夭 族谱在 W93 东编修 ，包 括川 7S 个 人名。 但是 h 人口 中 

R 有 33 ⑻ Ht! 录 广4 祀 情兄。 

苏州： <  I： 海曹 氏宗谱 >柙（ 澄 ;_「_ 范夭 宗谱 >, 由侯 杨方伟 髟希 哲重建 .侯 H9g7j 报 

lo  
■ 安皦 ：來巧 闸城廷 41 个回 鸭性家 ilK 由 恃尔揭 徳翻渾 (Telford  1990b). 

：! 匕)； 出生千 免崁 家庭的 4395U 个 儿子和 3^765 个女儿 ，及 在皇 室晟档 案的生 

命 登记中 记录的 3 ⑻ 00 对 配偶。 见李 、康和 I(Ue 乂 hmpKJl  and  Wangl  1WW 和丰 

与郭 （]钟4>对资 料和产 生这些 资料的 叽构的 i 羊细 描述。 

满洲 甩： 牛户 译氏家 it 由 較惠敏 <199】） 重逑， 

)1  t: 保存 在辽宁 旮杓案 m 中 1() 组人 U 的户 口登记 ，通 过犹 他家灌 协会也 可利 

用， 见 李和衆 （1997,  223— 237) 关 干 对这 些涉及 〜个人 U —道 义一的 资料的 描述。 

因 为每一 个个人 平均 起来都 有七八 份资料 ，所 以记录 的数蚤 非常大 ，大约 有兄厅 

份。 在迫义 .我们 登承了  U4272  tf 九 £ 录。 其他人 L1 的数 綦是， 城内有 2957K 份 

记也 汀蛮有 25378 〖分记 見吧城 - 面域有 10 ⑻⑽份 记录， 盖州有 37188 份 i 己录 +盖 

州棉 过 山电有 22558  0H 己录 .牛庄 喇嘛院 渔丁有 7004)0 份汜录 （I ⑻⑼ 个人的 

70(100 记承}, 等等。 

台湾： 日 本户 U 铥 id, 由庄 应章和 八沃 尔夫 （On^g^md  Wolf,  199*0 重建 o 见 

A. 汊尔 夫和黄 （A.  W《>U  and  Hu^nRT  19即) 对这 些涉及 一个人 U —— 海山 —— 的资枓 

的 描述」 

这 S 史料 大部 分来自 家谱 ，空间 覆盖面 最广， 但也最 不完整 

(Telford,  1986 )  家谱对 其历史 环境提 供的相 关信息 最少。 

最糟 的是, 因为资 料是回 颐性的 ，所 以极不 完整， 存活的 男性以 

及 长寿的 已婚 男人比 那些未 婚者或 无子夫 妇更可 能波记 忆和被 

记录。 因此， 对生存 模型的 未知, 可 能导致 对这些 资料进 行的任 

何人口 学分析 的偏误 (Pope， 19S9)0 

历史人 口资料 第二类 最常见 的来源 一 户 口 登记， 提供了 

远比回 顾性家 谱更完 整的人 a 信息 ，以及 更详细 的职业 和各种 

其他 指标的 信息。 此外 ，它 f 门是提 供详细 家庭背 景信息 的惟一 

来源。 迄今 为止， 对户口 登 记的研 究几乎 只局限 于台湾 1895 - 



1945 年 和辽宁 1750 — 1909 年的 研究。 [4] 台 湾的户 口 登记 资料 

仅 限于日 本殖民 占领期 ，与 辽宁资 料类似 的历史 资料则 存在于 

北京 及吉林 、黑 龙江、 内蒙古 和河北 (Thtcher  1998)o 还 发掘出 

了一些 其他种 类的户 口登记 ，特 别是 来自保 甲登记 体系的 资料， 

该体系 曾遍存 于中国 本土的 大部。 [5] 这 些登记 通常由 农民人 a 

构成, 在这个 意义上 ，它可 能比家 谱资料 更具有 典型性 '同 

时 ，它们 也要求 对资料 登录和 连接有 更费力 的处理 过程。 

人口资 料的第 三个来 源——清 皇族的 生命登 记档案 —— 是 

中国 历史上 最完整 的人口 记录， 提供 了最多 的社会 经济信 

息 无疑 ，这 也是非 典型的 ，因为 清皇族 是一个 精英人 a, 他 

们 完全依 赖于国 家的财 政支持 ，并受 到严格 的管理 ，只能 生活在 

两个 城市: 北京或 沈阳。 尽管 如此, 清皇族 还是最 长的和 最大的 

纵向人 口之一 。 

这些 人口中 没有一 个是“ 典型的 ”中国 人口。 每_个 历史人 

口都 是其特 定环境 的囚徒 ，这些 环境包 括年龄 、阶级 、气候 、文 

化 、种族 、地理 、历史 、制度 、职业 、性别 、居住 类型或 时代。 有全 

国 代表性 的中国 人口只 出现在 20 世纪后 半叶的 人口普 查和样 

本 调査到 来之后 (下 面将讨 论)。 许 多人口 历史学 家都记 录了婚 

姻和生 育行为 因土地 所有、 职业或 社会地 位造成 的显著 的差异 

(Harrell,  1985；  A.  Wolf,  1985b；  Telford,  1990a,  1990b,  1994, 

1995  ?  Lee  ̂   Wang  and  Campbell,  1994 1  Lee  and  Campbell  *  1997)。 

因此 ，简单 的数据 汇总常 会造成 很大的 误导和 曲解。 然而 ，个人 

生命事 件史的 分析技 术则允 许人口 学家在 分析时 掌握大 多数的 

环境 因素。 各 种最新 的出版 物就是 这神研 究方法 的证明 

( Wang ^ Lee  and  Campbell,  1995 ； Campbell  and  Lee,  1996; 即将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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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当这些 “非典 型的” 人口表 现出某 种共同 的行为 模式, 
而这些 行为与 任何特 定人口 的特征 又毫无 联系时 ，基于 这样的 

历 史资料 进行概 括就仍 然是可 行的。 因此 ，当所 有的中 国人口 

——不管 其地区 、时 期和 社会经 济背景 一 都证 明了低 已婚生 

育率和 普遍的 女性结 婚率时 ，就有 理由得 出结论 ，这 是中 国人口 

体系 的典型 行为。 同样地 ，当 不同 的人口 展示了 与某种 特征相 

连 的共同 行为时 ，也有 理由得 出结论 ，具 有此种 特征的 其他人 a 

也可以 表现出 类似的 行为。 例如， 既然禁 止迁移 的官方 人口普 

遍具有 较高的 溺女婴 率， 特别 是较低 的已婚 生育率 + 那么 就有理 

由得 出结论 ，这些 较少自 由和较 少流动 的人口 ，在 其人口 行为方 

面 也受到 了较多 的集体 控制。 

当代 人口学 

与具 有地区 局限性 的大多 数历史 人口资 料相比 ，所 有当代 

人口 资料实 际上都 是全国 性的， 或 经过定 义或设 计而具 有全国 

代表 性的。 在过 去半个 世纪中 ，中 国已经 产生了 丰富的 社会和 

人口 资料。 过去的 15 年间 ，由 于方法 和技术 的进步 ，中 国在积 

累大规 模的、 通常具 有全国 代表性 的人口 资料方 面的进 步特别 

迅速。 这方面 的第一 个进步 是在高 质量的 调査中 运用了 概率样 

本 设计。 这些 经过科 学设计 的抽样 调査, 不仅允 许调査 更深入 

的问题 ，例如 回顾性 出生史 ，而 且也 能够用 更低的 成本使 调查更 

经常地 进行。 第 二个进 步是使 用计算 机储存 和分析 资料。 这就 

使 更复杂 的记录 能够在 个人水 平上连 接和模 式化， 也可 以更好 

地 检验过 去和现 在的人 口行为 模型。 当代 中国人 口资料 按照来 

源大 致可以 分为三 类：人 口登记 、人 口普查 和大规 模的全 国性抽 

样 调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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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不 久以前 ，人 口登 记还是 当代中 国人口 资料的 主要来 

源。 除了  1953 年和 1964 年的 人口普 查外， 一直到 80 年代 ，户 

口登记 资料都 是全国 及地区 人口数 量和各 种生命 统计的 惟一来 

源。 M 自 1949 年开始 t 国家 就努力 将人口 登记与 全国经 济计划 

结合 在一起 ，并 使用登 记系统 作为社 会控制 的工具 ，这种 社会控 

制建立 在户口 登记传 统上已 有数世 纪之久 自 50 年 代后期 

开始， 户口登 记系统 演变成 实际囊 括了每 一个人 的全国 性的系 

统。 这一系 统使中 国政府 能够将 每年最 新的人 口状况 进行汇 

总列表 ，不 仅包括 全国和 地区的 总人口 ，也包 括出生 、死 亡和迁 

移等事 件的系 统的生 命信息 

所以， 人口 登记在 中国等 同于户 □登 记， 因为 每个人 都要被 

登记 ，或 者通过 居住户 r 居民 户”） ，或 者通过 机关户 r 集体 

户”） ,例 如一个 工厂宿 舍或一 个军事 单位。 每个 被登记 的个人 

都被赋 予一个 户的登 记身份 (“户 口”） ，不 仅包括 居住的 地理位 

置 /也包 括是农 业性户 口迅是 非农业 性户口  J11] 因此， 户口登 

记的身 份也构 成了个 人经济 权利及 诸如粮 布定量 、土 地分配 、公 

共教育 和卫生 保健等 社会特 权的基 础<  Cheng  ̂ nd  Selden, 

1994), 

当代中 国人口 资料的 第二个 主要来 源是人 口普査 。 人口普 

查不仅 用于清 查国家 的人口  t 也用 于核实 和更新 依据户 口登记 

报表 的人口 登记。 在 过去的 50 年间 ，中 国进行 过四次 人口普 

查 ，分 别在 1953 年、 1%4 年、 1982 年和 1990 年。 近年来 ，不只 

是人 n 普查的 项目有 所改进 ，而且 较新的 人口普 查所包 括的信 

息 也比户 口登记 多得多 。[⑵ 随着 个人数 据以机 器可读 的形式 

出现 ，自 1982 年人 口普查 开始， 对 人口普 查资料 的利用 也大大 

地 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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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个资料 来源, 科学设 计的概 率抽样 调査, 对社会 人口学 

特别 有用。 表 A.2 列 出了属 于这方 面的几 个主要 调査， 这种 

来源 只是在 过去的 20 年间 才开始 形成。 中国政 府和各 种学术 

机构 认识到 户口登 记和人 口 普查数 据的局 限性， 从而利 用新引 

进 的概率 抽样调 査方法 进行了 一系列 重要的 调査。 与那 些花钱 

太多而 被调查 问题太 少的登 记和人 口 普查 不同， 抽样调 査可以 

更充 分地利 用资源 ，并 适合于 询问更 详细的 问题。 例如， 与只包 

括 21 个 问题的 最近的 中国人 口普查 比较， 一些近 期的全 国抽样 

调查 包括了  100 多个 问题。 

表 A.2 中国 当代人 □调查 

时 剛年） 
地 点 

样 本規模 (人 1 

1 

样本内 容示例 

m2 全国 
100 万以 下、 3() 多万 

已婚 妇女 
1 
I 

15-67 岁归女 怀孕和 

出生史 

L985 河北、 陕西、 i： 海 

1 
j 

D300 已婚 H 女 婚烟 、怀孕 、出 生和避 

孕史 

1987  ! 
1  1 

1  : 

全固 
200 万以 下、 50 万己 

聆妇女 
怀孕、 出生和 避孕史 

1987 
1  

• 

1  ! 

北京 、辽宁 、士 东、 

广东 ，甘肃 、费朴 

首 

■ 

36000  W  f 已婚 妇女 
: 婚] 怀孕 、出 生和避 

孕史 1 

1^7  ： 
1% 全 国人口  A  1 以 r 当前人 婚姻 、出生 

1 
1 

mi 
38000U 1 

1 

出生和 避孕史 

1 

1 

1995 

1 

全 闱 

.  . 

1% 全国 人口、 1.2 亿 

丨以 K 1 
1  j 

1 当 前人口 、结皓 、出 

, 生 、死 迁移 
1 



抽样调 查不仅 提供了 当前的 人口数 据来源 t 在某 些方面 ，也 

使建立 近代的 具有全 国代表 性的人 口 史成为 可能。 尤其 是两次 

大 规模的 全国性 生育率 调查： 1982 年生育 率抽样 调查， 也称为 

千分之 一调查 ，调 查了  30 多万名 年龄在 15-67 岁 的已婚 妇女; 

1988 年生 育和生 育控制 调查， 也称为 千分之 二调查 J 貝查 了大 

约 50 万名 年龄在 15-57 岁的 妇女。 这两 次调查 提供了 中国妇 

女详细 的怀孕 、出 生和 避孕史 数据， 时间可 追溯到 40 年代 后期， 

使研 究者能 够踉踪 中国生 育率迅 速下降 的过程 和起源 （R. 

Freedman  等， 1988;  Wang,  1988；  Lavely  and  Freedman,  1990； 

Zhao  Zhongwei,  1998)。 [⑷ 

以这 些数据 为基础 ，人口 学家能 够重新 构建自 40 年 代以来 

这 40 年 间的全 国和次 全国水 平的结 婚和生 育史。 这 些重建 

的成杲 ，基本 上证实 r 依据 较早 的地区 化数据 所得到 的发现 .例 

如生 育水平 （Code  and  Chen,  1987) 和生 育行为 （ Coale、 Lee  and 

Han， 1988;  Wang  and  Tuma,  1993  J  Wang  and  Yang,  1 996  J  Zhao 

Zhongwei,  1998) 。[16] 

此外, 由于可 以同时 利用三 种数据 来源， 使学 者们可 以检验 

从任何 一个来 源所得 到的数 据质量 ^ 例如， 利用从 19S2 年、 

1964 年和 1953 年人口 普查的 生存比 例中引 出的死 亡率， 和从 

1982 年独立 进行的 生育率 调查中 得到的 生育率 ，寇尔 （Coaie， 

1984) 得以建 立起由 这些出 生率和 死亡率 所推算 的中国 1982 年 

的全国 人口。 然后， 他将这 个人口 的每个 年龄与 1982 年 人口普 

查计 箅的人 口作了 比较。 寇 尔发现 ，这两 个独立 来源的 数据之 

间的 一致性 是“惊 人的” （同上 ,21)。[17] 

但是， 与历 史数据 来源相 比较， 当 代人口 数据也 有很多 

局限性 o 它们不 权受限 干较少 的纵向 调査， 而 且也不 如最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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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 史数据 详细。 例如， 当代的 调查一 般不能 产生回 顾性信 

息， 诸如 职业的 获得、 家庭的 构成和 结构、 亲 属关系 等社会 

经济 变量。 因此， 在利用 当代的 调查数 据探究 和了解 过去人 

口行为 与社会 背景在 个人水 平上的 互动关 系时， 也具 有更多 

的局 限性。 

尽管 如此, 这些调 查资料 对未来 的研究 仍然是 十分宝 贵的。 

捋它 们与中 国部分 地区已 经存在 的时间 系列历 史数据 一起利 

用 、现 在已经 可以将 同一人 口的历 史数据 与可用 的当代 调查数 

据结 合起來 ，建 立起一 些地区 的详细 的不间 断的数 据系列 《 这 

种 研究将 促进对 中国人 口行为 了解和 思考的 升华。 

注释 

[t] 这篇 论文是 李和康 （Lee  and  Campbell,  1997,  223—237) 的 发展。 

王闻斌 在结构 上提供 r 帮助 ，我 n 很感 谢他。 

[

2

]

 

 

其 他两种 失系， 君一臣 和朗友 一朋友 ，虽 然没有 明确的 家庭关 

系， 但也蛑 
冇茱些 

家长制 
色彩。 

[

3

]

 

 

刘翠溶 （UiTs’ui- jung，i978) 或许 是第一 个利用 家谱重 建中国 

\ 口史 的当 代历 史人口 
学家。 

SL 特 尔福德 
(Tdford,19S6) 

对 在中国 
家谱中 

发视 的资 料类型 
的洋细 

描述， 
和 哈勒尔 

（Harr^l,  
1987) 

及特 尔塥德 
（丁 

i  990b) 对 这 些资料 质量的 佔计。 

[4]  A」 夭尔 夫和黄 （A.Wolhnd  HuangJ980f  16— 33) 对日本 人在台 

湾的户 tJ 登 记有 出色的 介绍； 李和康 （ Lee  and  Campbell,  1997, 223— 237) 则 

有对辽 宁资料 最好的 介绍。 

[

5

]

 

 

见罗兹 1(^0217^^:1982) 关于 这种类 型人口 资料 的分折 和施坚 

雅 （1%6/1987) 

对这拽 
资料完 

整性和 
准确性 

的重要 
认定。 

[

6

]

 

 

李、 康和王 （LecXampbclUnd  Wang,  1"3) 对清代 皁族人 口 朽案 

作 广员 
好的英 

文介绍 
， 另见 

李和郭 
（1994) 

的 论文。 



[7]  直到 1987 年〆 中 国统计 年鉴》 中公 布的中 国全国 和各省 的人口 

数字均 以户籍 登记为 基础。 

[8]  对 城市人 口的这 种工作 开始于 1951 年， 当 时政府 颁布了 城市户 

U 登记管 理临时 规定。 新的 全国户 13 登记 制度在 50 年代中 期形成 ， 1955 

年，中 国国务 院发出 了建立 常规户 口登记 制度的 指示。 1958 年全 国人民 

代表 大会批 准了屮 华人民 共和国 户口登 记规定 ，由此 建立了 近代人 口登记 

系统 d  (张 庆五和 王维志 >  1997) 

[
9
]
 
 

与 1964 年和 1982 年人口 普査结 果比较 ，这 些人 口普査 统计的 

是前一 年的人 口数字 ，以 1963 年和 1981 年登 记系统 为基础 的全国 人口数 
字 分别有 0,8% 和 0  1% 的误差 （张庆 五和王 维志， I997t  SK). 尽管 近来曰 

增的 迁移使 及时和 完整的 登记面 临更大 的困难 ，户 U 登记 的质量 仍然很 

高。 近至 1990 年 ，人口 普查资 料中有 97  与 户口登 记资料 梠一致 （孙竞 

新 ，1997,6>。 
此外 ，近 些年来 ，中国 进行了 新的努 力以更 新和改 进其人 U 

登记 系统。 一个显 著的发 展是全 国计算 机管理 系统的 建立, 用于管 理常住 
居民 的信息 ，其目 的在于 替代已 使用了 半个世 纪的手 工登记 和报表 系统。 

从 1992 年到 1996 年 ，遍布 全国的 10119 个 公安局 所已经 安装了 这一系 

统 , 2.4 亿多人 的记录 已经在 线< 张庆 五和王 维志， 〖997, 91), 

[

1

0

]

 

 

或许 最雄心 勃勃地 使用这 些人口 资料的 努力是 32 卷的 系列著 

作， 〈中国 
人 大部分 

已在 80 年 代出版 
（ Lavely、 

Lee  and  Wang,  
1997, 

91  )o 

[

1

1

]

 

 

每户都 有一个 户口簿 ，其中 每人有 一页。 最初的 登记项 目形成 

于 195S 
年 ，包 括与户 

主关系 
、姓名 

、出 生日期 
和地点 

、登记 
或编制 

时的年 

齡 、籍贯 
（正 常的是 

父亲出 
生地） 

、民族 
、宗教 

、阶 级背景 
r 成分 "）、 文化程 

度 、婚 姻状况 
、职业 

、工 作单位 
、兵 役状况 

、迁出 
或迁入 

的日期 
和迁出 

地或迁 

人地。 
19S1 

年取消 
了年龄 

、成 分和兵 
役状况 

，1985 
年 又增加 

了户口 
类型、 

呉 役状况 
、身高 

、血型 
和申请 

身份证 
的原因 

及结果 
。 

[

1

2

]

 

 

人口 眘 査 表项目 的数量 已经从 1953 年的 6 项 增加到 1990 年 

的 21 项。 1朽3 
年 的人口 

普査只 
包括家 

庭螝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 族和与 
户主的 

关系。 
1964 

年人口 
普查增 

加了阶 
级成分 

、文化 
水平和 

职业。 
这些 

225 



增加 的资料 很多都 从未公 布过。 由 于缺少 职业分 类体系 ，有 关职业 的信息 

甚至从 未怍过 C 总报 表。 1982 年人 口 普查取 消了阶 级背景 ，但增 加了户 

口类型 、户 成员数 童、 户前 一年出 生人数 、户前 一年死 亡人数 、离开 登记地 

一 年以上 的人数 、户登 记状况 、经 常性 的工作 、职业 、无 业成员 状况、 婚姻状 

况、 出生和 存活孩 子数量 、前 一年分 娩状况 ， 1990 年 人口普 査进一 步增加 

了 有关永 久居住 地和人 口迁移 原因等 问题。 

[
1
3
]
 
 

例如 李成瑞 （Li  Chengrui,  1986) 提供 的有关 1982 年人 口普査 

的 文件和 分析， SSB(1 卯 7) 和 SSI3([993) 
根据 1982 年和 1990 年人 口普査 

所 做的人 口普查 汇总。 人口普 査样本 资料计 箅机化 也使个 人水平 的分析 

成力 可能。 见班 久蒂 （ Banister， 1987) 和寇尔 （ Coale,  1984) 关于样 本的使 

用。 

[14]  m2 年调査 要求每 ■- 个被调 査妇女 一 ■年 齡直到 67 岁" 一 回 

忆其怀 孕和生 育史； 1988 年的调 査也收 集了避 孕史資 料<  其结果 ，1988 年 

调査所 提供的 资料， 不仅 能眵用 以研究 80 年 代前半 期的人 口变化 （CoaLe 

免 1991； Feeney  and  Wang,  1993), 而 且能够 研兒怀 孕和避 孕史， 以 及当代 

中国 其他社 会一人  口问题 （Wang  and  Tuma,  1993；  Wang  and  Yang*  1996； 

Wang, 即 将出版 h. 

[

1

5

]

 

 

寇尔 （Coale,  19S4) 提 出了一 个中国 人口状 况的基 线结构 ，包括 

1952— 
19S2 年间 婚姻 和生育 

率时间 
趋势， 1953—1964 

年和 1%4 — 1982 年 

的死 亡率时 
间趋势 

描述。 
雷伟力 

(Lavdy,  
1986) 

提供 了中国 
的已婚 

生育率 
。 

寇 尔和陈 
（Coalc  

and  Chen,  
1987) 

提供了  
1940 — 1981 年全国 

的和分 
省的、 

分域 乡居住 
类型的 

分年龄 
生育率 

和婚期 
生育率 

资料。 
菲尼和 

游允中 

(Feeney  
and  Yu,  1987>  

计算了 
中国按 

胎次别 
的和分 

城乡居 
住类型 

的生育 

率。 

[

1

6

]

 

 

寇尔 、李 与韩 （ G>ale 、 Lee  and  Han,  1988) 和 王及杨 （Wang  and 

Yang*  
1996) 

都 分折了 
长生育 

间隔， 
王 和图马 

（Wang  
and  

Tuma,  
1993) 

研究了 

过去 的婚姻 
行为。 

赵中维 
（Zhao  

Zhongwei,  

1998>则 
表明， 

既 使在有 
最高生 

育率 的人口 
群中， 

在当代 
全国生 

育率下 
降之前 

，也 已存在 
婚内控 

制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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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D 

[17] 利用这 种多来 源的其 他例子 ，包括 菲尼等 (Feeney 等， 1989)， 寇 

尔等 （Coale  等， 1991  )>  罪尼和 袁建华 （Feeney  and  Yuan,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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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江中游 70,111,1^.170 

长 江下游  42T43t47t5l-53,70,  I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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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 168 

抽样 _査 222—223 

出生 

出 生顺序 72,81.82,  J81 

推 迟生育 26, 49 

男 性出生 76 

出 生的性 别差异 80,82,137 

未登记 的出生 «1,162 

登记 的出生 81,82,162 

生 育间隔  J23,  127t  128,  130,  132, 

136t137,l 兇 ， 187 

丰 婚或婚 前生育 U7,207,20ft,2i0, 

211 

生 育时间 127t12S，iJS,] 筇 

停 止生育 127. 128,138. 156 

西 方与非 西方生 育行为 127,128 

生 育孩次 递进比 135. 136 

有计划 的生育 182 

(另 见生育 .生育 率> 

储蓄 95,153.154,203 

存活率 9t  69.SK 82,  83 

儿童 存活率 8-10,69*)36 

女性 存活率 72,82 

D 

大 李嘉图 4 

大跃 进带来 的饥荒 49,131,171 

单位  m.m 

丹麦 97,101 

道德行 为规范  182-184,  186—187, 

189 

嫌国  126,203,210 

邓小平 27 

东商亚 1 明 

东 西方二 元对立  5.17,  22_24,  192 — 

194,202—204 

董仲纾 m 

独身 54, 103_  114,155,156 

独生子 女政策  12,  133.  135t  172, 191t 

192 

杜家 *  68 

对儿子 的偏好 26,70 

(另 见嫛儿 歧视与 虐杀） 

F 

法国  71  —  72, 203*  207,2012 10 

法律 

要儿歧 视 与皤杀 的法律 84tlS2,t86 

婚姻法  108—11 U  173, 187.209 

家庭法 — 人 口 法 1*6 

离婚法 209.210 

繁荣 22*95.154 

婚鮰率 与繁荣 23.154 

繁荣 的危机 28-29 

反 右运动 m 

反馈圈 {经济 / 人口}  50,53,54 

方行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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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建主义 205,216 

作 婚同居 207 

费孝通  13L  145, 148 

福建 169 

妇 女地位 187 

G 

甘肃 44,169,  ]70 

个 人主义  11,  23— 25,  28,  173—17夂 

180, 192—193,202 

西方个 人主义  5.  139,  180-181, 

194,  204—205, 208—209,212 

个 人权利  182—184,209 

賦  F 个 人权利  184. 186,  187.  191- 

192 

个 人姓名 J86 

公社  173,174 

公 共健康 173 

公 共輿论  1S9  — 192 

公共事 物项目 173 

工资  47,173 

婚 姻模型 和习裕 与工资 22.113.154 

低工资 26 

性 别平等 的工资 52—53,187 

工 资增长 53 

工业化 42,49,52,168,171 

共产党  170,188,190,191 

孤儿 164 

寡妇  105.158,164 

广东  106, 169,210 

广西 169 

贵州 44,50, 170 

M 家 控制的 社会中 的单位 188 —  1 的 

H 

韩非于 89 

韩国 2ft 
河北 2101218>219,2：2 

何抦棣 25f5Ui757Z()6 

黑龙江 170,219 

湖南  106,134 

户 

户 的形成 （独立 居住）  24,  182,  204, 

216 

户  口制度  170,  173,  186,218,22k 

222 

户规模 173 

户主  S3,182*183t 

户结构  182  — 183, 215 — 216 

保甲 219 

(另见 家庭， 居住） 

华国铎 27 

环境 

人 口增长 与环塽 4t4I 

资 潭耗竭 29,44 

患病率 45-47, 6S.S7 

黄宗智 34,62 

婚姻  10S — 1】2,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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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性皤姻 4 

结聆率 8,155 

啃 瞄的个 人决策 10  — 11 

婚 晒的性 别差择 30 

婚姻的 政府政 策调节 41 

人 U 增长 和婚姻 95 

婚姻 的变化 154-157 

(另 SL 结婚） 

婚姻 的形式 与种类 

夫多妻  8,  95,96,  108,  125—126* 

137 

包 办婚姻  10,  lip  113>  114t  J17t  130. 

賊  l87T203P2ft9 

高 荦婚洇  7{>. 83n  96+  1J2>  113 

逭 后居住 在男方 的婚姻 70^7 

马尔萨 斯遗产 叫一 96, 〖53 

收继蟠 96,109,  MI,  (15 

童养媳  108~intn5,  H9J58 

女性 主婚制 97 — 99 

- 夫一妻  %t  108,  125,127, 128 

入赘婚  ％■  108, 111  — 112,115, 157, 

15SJS7,206 

男性 主婚制 UK)  — 107 

芏 婚制 97,  157 

连续 的一夫 一妻制 】0B 

指婚 U5 

西方 与非西 厅婚絪  114,  165,  194, 

203-204 

纳妾 106 

同民  207-209 

婚姻 模式与 ~ 俗 

嫁妆  70tS5, 邰, ％tU5 

聘扎 85,95.96. 110 

西方 与非 两方 的堉 姻模式 与习俗 

96,98—107,203-204 

惶集聚 99- m 

单 身身份  100— 103 J 14 

贵 族的婚 姻模式 与习俗 丨 02,  108, 

113 

婚 姻的集 体与个 人决策 113 ！ 乂 

174 

平民 的婚姻 模式与 习俗 114 

教育 作为婚 姻樓式 与习俗 的因寒 

113—114 

收入 作为婚 姻檫式 与习俗 的因素 

113 

居住 地作为 婚姻模 式与习 俗的因 t 

114 

结 婚时间  154J84  — 185 

婚 姻控制 203-204 

婚 姻市场 8-9,157^67 

区分性 別的婚 姻市场 96, 102 

死亡 率与婚 姻市场 96 

社佘阶 层与婚 姻节场 96,113-114 

高 轚婚姻 市场料 

婚姻市 场上女 性的可 获得性 105 — 

107, 109,111-112>157 

经济条 件与婚 姻市场 113  — 114, 154 

人 P 增长 与婚 姻市场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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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疾病 79,t55 

流行病 22,65,66.67 

疾病 的控制 与预防 45— 46>68 

贫困 与疾病 65 

疾病 的医治 67,63 

饥荒 3,13,22,42,47,48,49.67 

避 免饥荒 54,79 

饥 荒对人 P 增松 的影响 65t66t67 

饥 荒救济 66 

西 方与非 西方的 n 荒 66 

生育率 与饥荒 131 

(另见 食物） 

吉林  no 

集体拼 作制度 42,52.  173,174 

樂体 财产观  12,  ISO,  187.  188—189* 

191,192 

集 体社会  173,  179-1SU  188-193, 

204—206 

计 划生育 （家扁 计划） io.  m 

计划生 育决策 5,82,83.174 

马尔萨 斯模型 中的家 庭计划 5 

耽府的 计划生 育政策  12,27 — 23, 

99,  131-132,  U4,  138,  139,  166, 

174,178,187—193,204^209 

独生子 女政策 12,133-135 

计划生 育的集 体制度 127 

违 反政府 计划生 育政策 134t  lS8t 

■  190 
具 有性别 差异的 停止生 育行为 B8 

家 庭计划 的盘箅 173.174 

〈另 a 中国 的家庭 体系， 生育） 

技术 

人 口增长 与技术 5 

技 术转移 28 

经 济增长 与技术 41 

技 术革新 41,5151 

加里 .贝 克尔 23 

家庭 m 

家 庭规模  5,  26.  82,  83,  157,  173+ 

182, 187 

家庭 子女的 性别比  8,82t  S3,  84, 

137-138, 184- 1S5 

社 会福利 制度中 的家庭 9t181 

家 庭权力 / 户主 11>82>  83,181-185 

家庭 中的关 系与社 会秩序 10.  11， 

130. 181,183,205,206 

家 庭福利 11.182 

复 合家庭  24,83*95,  113,181,203, 

205t216 

核 心家庭 24,203,205 

扩 展家症 26*183 

父 系家庭 70J«2 

家庭的 社会地 位 ％ 

户 中的家 庭地位 113,137 

家 庭集体  156,  160,  170,  182,  205, 

209 

家 庭的生 物限制  157  — 15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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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4-185 

家庭式 的集体  <公 社） 173  — 175 

家 庭结构 1 幻 

家 庭权利 182,191—192 

户结构  215—220 

(另 见中 国的家 庭体系 ，户） 

家庭重 建技术 6-7+215.22：> 

家 长制的 / 父系 血统 6, 10,  7D,  97, 115, 

160, 18lt 187,204,209 

(另见 中国家 庭制度 ，家 庭） 

健康 

营 养标准 与健康 45-46 

健 康文化 67—70.  129—131 

儿 童但康 130 

母 亲鞋康 m 

生 痏健康 130 

江北  168 —怀 9, 177 

江南 （另 见长江 下游） 43. 126, 169.217 

江苏  mA24 

教 育 1S9 

婚 姻模式 和习俗 与教育 114  一  U5 

汁划生 育教育 t34h  13SA91 

公 共教育  173,205,221 

性教育 191 

接种沾 

杰萣 •古迪  203 

结馆  11+ 138,  157.204,209 

推 迟结婚  13,2^24.  25,  95, 

96,107,154*  157,  161.  166,  180 

早婚 8.10J3, 22.24,95,  154 

女 性的蒈 逍结婚 8J3,86. 194 

独 身荑性 8,%,  100—103,157 

婚龄  8,  13,  26t  95, 妨一 99,  102 — 

103,  104.  105.  107N  U3,  127.  134, 

154, 186 

晚婚 8.95,166,194.204 

独 身女性 8,97-100.154 

女 性早婚 8,  t3. 100. 157 

男 性晚婚 13,103 

经 济条件 与婚姻 22,24 

结婚車 22  a  154 

普 遍结婚 22,24.26.86,95, 107,155 

西 方婚姻 的目的 23 — 24 

初婚  107 

女 性晚婚 99-m 
婚 姻成本 100, 109>  116 

中国 皤姻的 H 的  KU  ,  I30t  L3S— 

139 

男 性早婚 103 

婚 姻播求 107 

男 性的普 遍结婚 114 

结 婚盘算 _〗5 — J16 

皭姻中 的关系 115 

责族中 的婚姻 t25,l27 

性 交頻率 】29—〗如 

推 迟圆房 130 

强制 性婚姻 155 

结 婚頻率 154.184 

有限制 的婚姻 182 

婚 姻权利  1S4-185 

2S2 



婚 姻许可 188 

利 己主义 的嵴姻 203 

(另见 婚姻， 再婚） 

经济 154 

屆 民经济 J1 

全 球经济 28 

人口 与经济 5a,54Pl54 

家 庭经济 182 

经 济改革 27,173 

经 济过程 6 

经 济计划 / 蛆划  133>  134 T  18S,  220- 

221 

经 济增长 4t  27-29, 173—174 

人均经 济增长 42 

人口增 长与经 济增长  40-42,  50- 

53, 165—167 

技术革 斩与经 济增长 42 

以农 业为基 础的经 济增长  44,  5ft™ 

52 

(另! I 食物， 劳动生 产率） 

就业  167, 173t2f0 

就 业不足 （另 见职业 ） 41 

居住  18IP205 

居 住类型 11,138 

婚 姻模式 与习俗 和居住 丨 12, 206 

(另 见户 ，户的 形成） 

决策 158 

集 体与个 人决策  KI— [2.  Si— 85, 

139, 181, 182t  203P206— 212 

t 人决策  103  25.  27-2S,  67— 68t 

70t8M36，U4,2(K3,204 

集 体决策 1M79-I80.182 

西方与 非西方 的决策 11.23—24 

自愿 与非自 愿决策 65,134 

绝育  122.134J91 

K 

卡尔 * 马克思 205 

康文林 49 

康 熙皇帝 68 

可分 的遗产 22, 180 

肯*波 梅兰茨 47 

孔子  115,  129,  164,  183,  186— 1S7. 

189, 191,205,216 

莱斯特 •布朗 28 

浪 凌爱情  10, 11,114, 139 

激情 2U130A56 

(另 见抑制 .婚内 抑制） 

离婚 95,206 

西方与 非西方 的离婚  206-207> 

209—210 粮食 

稂食出 D  28t49 

粮 食短缺 2S 

粮 食生产 42  —  44 

锒食分 配制度 68, 173, 189 

283 



粮 食价格 74+137,  161 — 162 

锒 食贸易 167 

劳动力 171 

家庭 劳动力  23,24.26_  134^159,203 

劳动 力供给 26.52 — 53, 177 

女性 劳动力 43>52,53, 187 

劳动 生产串 43,44,51,52 

农村 劳动力 44.47.16S,  171,173 

劳 动分工  51—52,168 

劳 动密集 51 ,52 — 53+  168. 180 

劳动 力需求 53,181 

劳动 力价格 95, 154 

械镇 劳动力 171 

有 偿劳动 186 

劳动力 的获取 IS6 

老子 129 

笛伟力 157 

李伯重 42,50 

里 格利， E.  A.  154. 155 

梁其姿 68 

辽宁  74,  77,  78、 82H  98,  100,  102* 

104, 105, 106 h 107, 108, 114, 124 T 125, 

126t 137,  L63t 164,170, 181,217,222 

刘翠溶  US,  119>14K218 

流产 85,122, 133,156,204 

性 别选择 性流产 12t  30—81 

阑要作 为流产 S5 

药 物流产 130—131 

控制流 产的政 府政策 

流 产趋势 131  — 133 

强制 性流产 134,191 

教 育水平 与流产 138 

(另 见人口 控制） 

流动 

社 会流动  24, 130.206,209 

地 理流动  167 — 173.  209 

罗兹曼 93 

M 

马： T 怀特 117 

马克 •埃 尔文 50 

马寅初 35 

马基 雅维里 206 

马 尔萨斯 3, 153, 154, 165t  174, 179 

马尔萨 斯的人 0 增长 模型 10,28,40- 

41,101.193,205 

作 为现实 性抑制 的饥荒 4f  13,22,64 

作 为預防 性抑制 的道® 抑唰 4.64, 

94,153 

现实性 抑制 与预防 性抑制  4,7.8, 

13. 14,20, 21,22, 48, 153,  154,  155, 

21U212 

对 马尔萨 斯人口 增长模 型的批 评与替 

代理论 7.8,13 

社 会理论 与人口 增长的 马尔萨 斯模式 

12,13,14,193 

死 亡率作 为现实 性抑制 20+  2lt26r 

47,48,49*52.53,54 

生 育率作 为预防 性抑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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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 的马 尔萨 斯模嘈 25.28 

作 为 现瓦性 抑制的 不幸 64-66,94. 

m 

f 乍 为现实 性抑制 的罪恶 64—65,  94 

吒亡率 的描述 66 

作为预 防性抑 制的推 迟婚姻 95 

(另 见尺 U 控制〉 

马尔萨 斯危机 （另见 饥荒）  26,53 

€ 泽东 27.  I31J46*  [47 

贸易 （见商 业化） 

美闻  25*29,207.208 

孟子  108JJ9P  12^r2J6 

民主  192-193,205 

N 

南亚 74 

内蒙古  170,218,219 

农业  51,171174 

农业 生产率  22,26,  27,  28,  42,  43, 

44, 171J77 

集体拼 作制度 43.52,  173>|74 

经 济增长 与农业 44 

农业 劳动力 44t47, 168,171 

农 业 扩张 50-52 

种 植制度 51 

奴隶 1S4 

择威 97,  U)1 

G 

203 

P 

贫因  28,29,30,39,40*  121, 174 

死亡率 与贫困 5 

婚 姻习俗 和贫困 21-22 

疾病 和贫困 65 

增扶 和貧困 154 

贫困 的缓解 misi 

Q 

迁移  169  —  m,  177,187,  220 

强迫 （另见 决策） 134Tl?5t  188,  m 

191,192.193 

巴克利 141  —  142 

柰 属关系  H  J 时 ,216 

非真 实的亲 属关系 9,156,158-167 

社会福 利系统 申的亲 瑀关系 9 

秦代  133,206 

清 代责疾 4S>68t7lt721J?Jt81l82t93p 

102. 108*109,113, 115,  123,  127,  128, 

137.  138,219<  另见北 京） 

音海 170 

丘浅 92 

全球人 口转变 67 

R 

欧洲  6,  13t  65,  71+  %,  125,  153—154,  |  人口 285 



人 口动态  4,6, 12, 1  夂  192—193 

扯界人  U  4.7,23.  177 

中国人 门  7,  12,40,86,  165—166 

人 「1 资擦 平衡 14h26h4M54 

人  口过程  22,  23t  26t  28t  154.  186, 

2H 

人 U  密度 / 分布  26.39,40,47,  168— 

173 

人 口塊模 47,65,168 

经济 和人口  50-53,54,  154 

人口比 75 

人 U 流动 169,210 

城镇人  口  171-173, 188-189 

农  tf  人口  168, 190 

人口 维生比 180 

单 位人口  18#— 190 

人 口登记 

人口生 命登记 218 

(另 见户口 制度） 

人  口过剩  12,25.26.28,  29,  39*47,48. 

174 

人口过 剥的经 济预防 性抑制 21 

人 口过剩 的威胁 29, 49,  50 

人 口过剩 的避免 50 

(另 见中国 人口行 为和人 口> 

人  口 控制 5,179—181 

政府 _ 节人 a 控制 的政策 20,22, 

26,27, 131-134,187-189 

从 人口增 长到人 口控制 的转变 20- 

21 

通过 死亡率 进行人 口控制 48—50 

前 现代人 口 控制 50,156 

人口控 制的多 种形式 50,156 

人口控 制的集 体和个 人战略 si  — 

86. 166—167,174 

人口控 制的群 众动员  I32t  134, 

190—192 

(另 见流产 ，婪儿 歧视与 阑杀， 马尔萨 

斯的人 q 增长 棋型） 

人  口数据 6,202—204 

有代表 性的人 口数据 2 17 — 223 

(另 见中 国人口 资料） 

人 U 体系 153,179 

(另 见西 方人口 体系） 

人口  统计学  184, 1»5, 202—204 

历史人 口统计 215 — 220 

当代人 口统计 220—224 

(另见 中国人 a 体系 f 中国的 人口转 

变） 

人 口行为 14+220 

西 方和非 西方人 口行为 211 

{另 见中 国人口 行为） 

(人 a 原理  > (马尔 萨斯） 14,21 

人 口转变 4,10, 165,  m 

全球人 a 转变 66 

(另 见中 国的人 口转变 ，西方 人口转 

变） 

人 口增长  15055. 165,171 

人 a 增长 的下降 4.48 

经济条 件和人 口增长 4,  22, 26,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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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53,154,  167J71 

人 tl 增 长的环 堍眹制 4,41 

无控 制的人 口增长 5,171,174 

人 n 增 长的社 会理论 12 

人 口 增长 的預言 13 

人 口增长 / 资源 平衡 20,26,40^41, 

154— 155 

从人 a 增长 到人 口控制 的转变 20- 

2J 

生沽水 平和人 □增长 20-21 

抟 续的人 口增长 25 

人 n 增民的 马尔萨 斯含义 41 

人口增 民的社 会制约 40,81 

地理特 证和人 P 增长 41 

食物生 产和人 口增长 41-44 

顼期寿 命和人 U 增长 41  >48— 50 

食物消 费和人 口增长 45-48,53 

贫困 作为人 a 增长 的后果 47-48 

饥芾 作为人 口增长 的因素 66 

人口  增长率 86, 153  — 154, 165>  168, 

171,174 

婚姻模 式、习 俗和人 a 增长 95, %, 

157 

中国人 口 体系 中的人 口增长 165 — 

175 

沿 边省份 的人 a 增长 169,170 

西方 和非西 方的人 口增长  167 — 

170+ 1« 

政府调 节人 口增长 的政策 t&1.190 

(另 见马尔 萨斯的 人口增 长模型 ，人 D 

过剩} 

人均能 源消费 40.47 

人权  185,]S6tl87,l92 

违 反人权 28 

人权 与孝噸 的义务 183 

人为 的作用 川 

曰本  28,  52  J 26 

瑞典  7〗 —72,97, 10!t  207,208 

瑞士  126 

S 

陕西 4^,222 

山东  170,177,222 

商业化  42 — 43,  52 

上海  131,  l32t2!0P222 

社会 6,179 

马尔萨 断遗产  m 

国家 控制的 社会中 的单位 18S-189 

社 会福利 4+9t23, 180. 18S,  1&9,  m 

社 会理论  4,  6*  22.  23,  2S,  95.  192— 

I94P  204—206 

身高 、体质 40, 44—45 

生产  155,216 

农 业生产 22, 26, 28 — 29, 43 

人 均生产 26, 40, 42, 43—44 

粮 食生产 42 

密_ 性生产 51 

集 体生产 173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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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产 率为零 41 

人均 生产韦 47,5]— 53 

劳动生 产率  50,51—52 

生产 率增长 51,79 

生存 

生 存危机 2K26 

生 苗水平 12>29 

生 活水平 的预言 14 

人口增 长与生 活水平 

二 资 率与生 活水平 21.22 

人 均生话 水平 27 

低生 话水平 39.% 

营荞状 况与生 活水平 45-47 

生 活水平 的改善 48, 53, 135 

婚 姻搞式 和习俗 与生活 水平糾 

计划生 育与生 活水平 134  — 135 

推迟结 婚与生 活水平 1 洲 

生 活质童 47 

生育 4J27J55 

生 育技术 4,  tOT  130, 134 

生 育能力 122,130 

生 育跨度 (28,  156 

生 育文化 129 — 13M56 

生育 的成本 与收益  4,  11,  23,  85, 

173—174,  186 

贵 硖的生 育行为 127,137 

生 育时间 127—129,156 

平 民的生 育行为 12 & >138 

(另见 出生） 

生 育控制  10,IM31J32t134 

生育调 节的政 府政策 28,174 

j  (另见 避孕） 
|  生肓率 （ferUlify〉 21, 如+  154.  155S  157, 

J5S( J66. 167f  171， m 

j  经济 条件与 生啻率 4t23P27t  137, 161, 171, 173 

西方 的与非 西方的 生育率  m 

121—128. 129, 136, 165 — 167,  204 n 

207— ■ 

生 育决策 10.190.204 

生 育控制  11,50,54,  122P  t3I_  133, 

135, 16 乂  167. 190 

婚内生 育拴制 54.  121t  12L123, 

127,128,138 

工 资率与 生育座 21 

生育分 析模型 24 

普逋 结婚与 生育率 26 

j  政府调 节生育 的政策 27,134 

未 调控的 生育率 121, 122, 127, 130. 

] 166 

1 粮 ffr 与 生育車 74,137, 162 ■ 

分年齡 生育率 I0H21126 

男性 生育率 109 

一夫多 妻制的 生育率 103-109 

生 育计划 115 

自 然生育 率的年 齡槙式 122t  123, 

127,129—130 

马尔萨 斯遗产 121, 122, 153-155 

转变前 的皤姻 生育率 J22,  123,  127 

非婚 生育率 127,207 —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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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率砖变  131  — 136,  138,  165— 

166,203,216 

贵埃的 生育率 137 

作为生 育率因 索的社 会地位 137 — 

138 

生 育的集 体与个 人策略 丨 36  — 139 

生育率 （ fertility  rates)  154,  160 

生育 率下降 3h  4t  5t  MO,  12h  14,  2S， 

30T8*h  131,132, 133,  135,  136,  174, 

l%+ 203— 204,223 

高 生育率 〖54 — 155, 174 

低已婚 生育率  8,  9,  30h 〖22 — 126. 

130, 1S7— 158, 165 

更 替水平 9.13M32 

总和 生育率  9,  123,  133.  135T  17it 
172 

总 和己婚 生育率 9, 125 

独生子 女政策 12,  133,  134—135, 

136,172,  190,191 

生育 率变化 122 

千分 之二生 育率抽 样调査 80,  223 

低 生育率 156,174 

分年龄 生育率 1^123,126 

收养与 生育率 I6fl 

城市 与衣村 生育率 171, 172 

施坚雅 177 

食物 

食 物需求 28—29 

人均食 物淸费 40—44 

人 口增长 / 食物 生产比 41—45 

人均食 吻生产 41 

人 口 增长 / 食物 消费比 45—48,53 

食 物基线 51 

食 物的可 获得性 65,74 

食物津 貼与食 物的定 量配给 188, 

221( 另见 饥 荒） 

市 扬泾济 5.25,193 

世界人 口大会 25 

收继啳 （见 婚姻的 形式与 种类） 

收入 （见 工资） 

收养  llt12f  13PI57t  175,176, 180 

中囯人 Cl 体系中 的收养 9-I0t  158t 

159, 160 

收养率 30,158,159, 160,175 

未 登记的 收养糾 

儿子 与女婿 的收养 110-111,115, 

158* 194 

分性钊 收养率 15%  161 

女儿 与嫁妇 的收养 mt  194 

经 济和社 会条件 与收养 158.204 

(另 见婚 姻形式 与种类 ，童 养媳） 

税收  186,206 

斯 波义倍 51 

斯堪的 纳维亚 126 

斯科 菲尔德 6,154,155 

断持万 •哈 勒尔 34,35,60 

死的权 利间题 209 

死亡率  <  MomJity}  4, 26, 53 

中国 人口体 系中的 死亡串 8,48,66 

死亡 率决策 11,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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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 死亡率 13 

死因 2K40.162 

人 口/ 资面 平衡与 死亡率 26,27,  40r 

41 

人口 增长与 死亡率 4S 

死亡 率控制  50f  66—61 74  T  75,  SO 

死亡 率危叽  5J*  65—67 

死亡 率转变  65—66,131 

性 别选择 性死亡 73 

(另 见预期 寿命） 

死亡率 （mortality  rales)  154,  155 ^  161, 

164,175 

死亡 率下降 4. 14,  49t  50,65,74,75, 

177 

世 界人口 死亡率 4 

死亡率 的性 别差异 30, 70— 74 .  80, 

82 

婴儿 死亡率 49,73,74,75,79^1,% 

年 龄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索 65 瓜 67 

阶 1 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索 65—70 

居住 地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素 65,67 

性 别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素 67.69.8]. 

164 

儿童 死亡率  68 — 7 七 79— 85.  %T 

I6K  162t  194 

皇室与 贵族的 死亡率 6»,69t8K82 

医 疗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素 68,69 

新生儿 死亡率 71.73,81 

西方与 非西方 死亡率 71 

围产期 死亡率 72 

平民 死亡率 75 

女要 死亡率 75,81,96,194 

男性 死亡率 74,80 

女性 死亡率  74.80,164 

流行 病转变 79 

出生 顺序与 死亡率 8ip62 

社会地 位作为 死亡率 的因素 82,83, 

164, 165 

性别 选择性 死亡率 80t  B6t  164 

婚姻 市场与 死亡率 95 
I 

高 死亡率 F15-l 

收养与 死亡率 157—158 

经济 条件与 死亡率 161— 164 

孤儿 死亡率 164 

户与 家族的 差别死 亡率卟 4 

四川  170,177 

速水 ft  52 

T 

台湾  2S7  70,  77,  105,  106、 J10,  m, 

I26>  169p18K217p219 

唐朝 110 

无花 65, 6 & 

天津 49,75 

持权  164 — 165 

托马斯 * 霣布斯 205 

托尼 34 
土地 

土 地改革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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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分配 221 

W 

王国斌 157 

维 生经济  21,22,30,41.48,180 

政府政 策与维 生经济 49,180； 

维生 / 人口比 18» 

卫生 65—68 

卫 生保健 50 

政 府政策 与制度  5P  4^  67,  75,76, 

78.79 

儿 科保健 68.69J2 

卫生保 健配置 75 

卫生保 健政策 75 

預防 技术？ 4 

卫 生设置 65,67( 另 见卫生 保雔） 

X 

西 方的国 家体系 204 — 205, 206—212 

两 方的家 庭体系 24.25,95 

西 方的人 口 体系 13,14,21 

西 方的人 口转变 

西方人 口转变 中的个 人决策 22—23 

西 方人口 转变中 的预防 性抑制 23 

西方人 a 转变中 的现实 性抑制 66 

血缘 等级制 〗64—165 

新 S  169, 170 

性比例 8pS1~S5t137— 138 

性别  1U52,95，111,13S,189 

死亡宰 与性别 66,67,81 

中 国家庭 体系中 的性别  181,  182, 

1S7 

性 交频率  129—130 

熊秉真 68,129-131 

Y 

亚当 + 斯密 4,54 

亚里 士多德 205 

养老  134  P 158 

抑制  153,15+ 

婚 内抑制  10,  11  116,  12K  127— 

1291 130,136, 139.156, 186 

性 / 道德 抑制  10,  13,  64r  94,  I21t 

129, 204 

道 德抑制 64,94,121 

内在 性抑制 156—160 

作 为全国 玫策目 标 的抑制 188  — 190 

意大利 203 

意 识形态  13,  23.  52.  134,  19i.  204— 

206>211 

公民自 由的意 识形态 205 

印度 6,24 

婴 儿歧视 与嫌杀 54,S0t  139* 

157 

歧 视与溺 死女婴 8,  6S.  70,  74-77, 

84, 103.11M37, 162 

歧 视与溺 死男要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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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 非西方 的嬰』 L 歧视 与溺杀 8, 

65 

要儿 歧视 与溺杀 的决策 11,12,74 

经 济条件 和要） L 歧视 与溺杀 11,22, 

70.74,76 

性别迭 择性嬰 儿歧视 与溺杀 13,  65. 

70—74, 75— 76,  1 57, 1 58, 162 

结婚 率和婴 儿歧视 与闹杀 22 

社会阶 层和要 儿歧视 与溺杀 65,66, 

84 
贵 味阶层 中的婴 儿歧视 与搦杀 70, 

72,73.82,84 

要 儿歧视 与埚杀 的减少  75,  76.  79+ 

m  111.167 

政治 作为婴 儿歧视 与阐杀 的因索 

76*77 

文化态 度作为 要儿歧 视 与溺杀 的因索 

85 
人口增 长和要 儿歧视 与溺杀 157 

收养 率和婴 儿歧视 与溺杀 160 

仕会条 件和婴 儿歧视 与溺杀 204 

(另 见入口 控制） 

英格兰 153 

英国  13*  71+  72  ,  97 h  154+  203.  205, 

207,208,210 

营养  22,45—47,53.74 

营 养不足 65 

母亲 的营养 6S,  130 

预 期寿命 5, 69,  74.  75, 77-79 

人 0 增长 与预 期寿命 41,48— 50( 另 

见死亡 h 

约箝 •哈 依纳尔 5+24 

约翰 •考德 威尔： M 

云南  44,170 

Z 

战 后嬰儿 激增 127 

故争  48.65 

赵岗 117 
浙江 98,104,137 

职业  Ut  in,  137, 13S 

(另见 就业〉 

周 期性外 出佣工 24 

中国 

中 国北方 （华 北）  52,  9S,  100,  102, 

103,111,159,170 

中国 东北部 74, 168, 170 

中国 东南部 70 

中 国南方  %,  100.102, 103,104,159 

中国 西北部 44 

中国 西南部 4151,159,168 

中 国城市  49,  100,  lit  0,  134. 

138,  168, 17U172 

中 国农村 47H  107,111,114.133. 

134.135+ 137,138,168, 171, 173 

中 国的国 家体系 

干部 134 
历史 上的人 口政策 186,187 

作 为国家 体系基 础的集 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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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87— lfi8T  188— 

权利 备 ⑻爲, 188J89 

中 国的家 庭体系 24.95, 156,204 

屮国的 家庭体 系与丙 方的家 庭体系 

6+24,95+ 181,203 

作 为集体 制度的 中国家 窈体系 11, 

1SL.1B2 

偏 家的等 级体系 115,  〗5S.  164,  1S1, 

182—183,205,216 

亲厲 关系中 的年龄 t 性 别与代 际原則 

18U  1S2.189 

出 生畈序  181 

权利 与义务  181  — 1S2.  183—184, 

191,221 

政 治经济 传统与 中国家 庭体系 18] 

作 为杜会 制度的 中国家 庭体系 1S1 

人权 与孝顺 的义务 183 

(另 见家庭 T 计划 生育） 

中 国的人 口转变  10  — 12,  174,  209— 

211 

调节 人口转 变的政 府政策 28 

死亡率 75—80  
1 

自然 生育观 121-122  1 

生育率  131  —  136 

(另 见人 U 转变， 西方人 a 转变） 

中 国革命 170J73 

中 国农村  48.  82,  107,  11K  114,  133. 

U4t  135t  136t  H7>  155, 156t  157.  ]60> 

163t 181 

中国人  LT 体系  S— I0,3dt  192t  194 

I  中国人 0 体系 下的 死亡率 Hr  48,66 
经济 条件与 中国人 口体系 12,54, 

155 

中 1 人口体 系的政 治根源 与意义 

12.13. 14 

中国人 0 体系 的集 体责任  12^81. 

156,190—193 

中国 人口体 系的文 化根滹 与意义 

13. 14 
中 国人口 体系的 多种控 制形式 13, 

54,  m 

中国人 □体 系的公 共制度 M 

中国 人口体 系的社 会根逋 与意义 

13,139 

中国人 p 体系 的马 尔萨 斯模型 21- 

22,25—30 
中 国人口 体系中 的决策 40-41 

中国 人口体 系的人 口过程 115,155, 

166 

中 国人口 体系的 马尔萨 斯遗产 139+ 

153—155 

中国人 口体系 的内在 性抑制  156 — 

1G0 

中国 人口体 系的外 在性经 济压力 

161—165 

中国人 口体系 中的人 a 增长 165 — 

175 

中国人 a 体系 对家 庭生活 的意义 

181 

国 家制度 186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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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上的 中国人 U 体系  202—204, 

215—220 

当代 中国人 口体系 220—224 

中国人 口行为  12-14,29,30,  156 

历史 t 的 中国人 口行为  8-10t27+ 

41,211—212,216,219 

浊生于 女政策  13七 t35+  172, 

190t 191 

经济 条件与 中国人 IJ 行为 41,50,53 

社会 条件与 中囯人 口行为 53 

生 育时间  127 — 12匕 I38t  156 

(另 见 决策 ，人 n 过剩 ，人口 行为） 

中国人 口资料 

家灌学  48,  113,123,217-218 

历史 人口学 215—220 

当代 人口学 230—224 

中国社 会作为 "另类 ”  5,  29, 193 

中国社 会体系 

等 级体系 11 

农民 40,75, 105,  I08t113t  127,138. 

153,173—174 

上层  48,82.96, 108. 202t  2CB 

官员  114, 137 

士兵  114,137 

献祭  I5«,  189J91.192 

五伦  182, 190 

关系 189 

(另 见中 国的家 庭体系 ，户 ，淸朝 贵族* 

| 中 茵农村 ，中国 城市） 

朱达 * 马特拉 165 

朱德 91 

再婚 95 

女 性再婚 8 

再 婚的文 化制约 105—11)7 

西方和 非西方 的再婚 105—11)7 

配 偶的年 龄差异 107 

资本  22,25,28 

资 本主义 5.24.25 

资猓 51,155 

人 口增长 和资娓 20.  2129,40.4】. 

155 

资 源耗尽 29,44 

子女 

干女数  9,  12,  81,82,  109,  t22t  123. 

124,135—136,137,138. 190 

吏 替水平 9.13MJ2 

作为收 人来源 的子女 23  —  24 

作为婚 姻结果 的子女 24 

对子女 的庙求 26J5, 137, 13S.  160 

子女 的好灶 54 

子 女的链 康保健 67*6St72 

投资 于子女 85-86 

父母 对子女 的费任 85,209 

子女对 父母和 岳父母 的贵任  85, 

1  ⑽， U0- 187 

子女 的权利  160,  184— 185>  191- 

192 

自 由市场 25, 193 

宗教 158 

佛教 129 

294 



道教 129  总 和已婚 生窗率 %UA 

天 主教会 203, m  祖 先崇拜 jot7o,ioe 

总和 生育率 9,124.137.171  罪恶  64,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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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后记 

当前， 在海 内外华 人学者 当中， 一个 呼声正 在兴起 ——它在 

诉说中 华文明 的光辉 历程、 它 在争辩 中国学 术文化 的独立 地位， 

它在呼 喊中国 优秀知 识传统 的复兴 与鼎盛 ，它在 日益清 晰而明 

确 地向人 类表明 ：我们 不但要 自立于 世界民 族之林 ，把中 国建设 

成为 经济大 国和科 技大国 ，我们 还要群 策群力 ，力 争使 中国在 

21 世纪 变成真 正的文 明大国 、思 想大国 和学木 大国。 

在这 种令人 鼓舞的 气氛中 ，三 联书店 荣幸地 得到海 内外关 

心中国 学术文 化的朋 友们的 帮助, 编辑出 版这套 《三联 ，哈 佛燕 

京学术 丛书》 ，以 为华 人学者 们上述 强劲呼 求的一 神纪录 ，一个 

回应。 

北 京大学 和中国 社会科 学院的 一些著 名专家 、教授 应本店 

之邀 ，组成 学术委 员会。 学术委 员会完 全独立 地运作 ，负 责审定 

书稿 ，并 指导本 店编辑 部迸行 必要的 工作。 每 一本专 著书尾 ，均 

刊印 学术委 员会推 荐此书 的专家 评语。 此种 学术质 t 责任制 

度, 将尽可 能保证 本丛书 的学术 品格。 对 于以季 羡林教 授为首 

的本丛 书学术 委员会 的辛勤 工作和 高度责 任心， 我们深 为钦佩 

并表 谢意。 

推动 中国学 术进步 ，促进 国内学 术自由 ，鼓 励学羿 进取探 

索， 是为三 联书店 之一贯 宗旨。 希望 在中国 R 益开放 、进步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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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 氛围中 ，在海 内外学 术机构 、热 心人士 、学界 先进的 支持帮 

助下， 更 多地出 版学术 和文化 精品！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 联书店 
一 九九七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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